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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遐东

(湖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黄石 435002)

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创建于 1973 年,是湖北师范大学前身华中师范学院黄石分院最早建立的两个学科之一｡得益于华中

师院的深厚学术传统以及雄厚师资力量,本学科建设之初即有较好的起点｡而当时的院长邵达成先生极具远见卓识,本学科在创

建之后的十余年间,面向全国延揽贤才,凤凰山下青山湖畔聚集了来自华中师大､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等重点大学的一批

优秀教师:欧阳德威､黄瑞云､蔡伯铭､高树仁､王念孔､秦惠明､汪晚香､阮国华､安镇､曹毓生､柯伦､黄群建､程光炜等,即是其杰出代

表｡这是文革后期与改革开放之初,在全国都少有的现象｡古语云惟楚有才,楚文化具有一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这在本学科

建设之初得到很好的体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当时的中文系､没有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就没有今天的湖北师范大学｡

与国内大多数大学的创建不同,本校创建于国家极不正常之文革时期,没有任何先期规划与基本建设,仅仅凭借有关部门拨

付的区区 3 万元办学经费,华中师院分与的几万册图书､不到一百套桌椅,占据当时黄石一中校园之一隅,数间平房作为教师和校

舍而已｡然而,创业者筚路蓝缕,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真正是边招生,边建设;边建设,边发展｡不断争取各方同情支持,由小到大,发

展成为湖北省属重点师范大学｡这奇迹般的发展,凭借的主要就是一支德学具高的师资队伍和矢志不渝､艰苦奋斗的精神｡本学科

的首批创建者中,许多人是文革中不得重用,被打倒靠边站的“右派”､“白专”,但是他们无一不有着教书育人的坚定理想与追

求学术的执着精神｡他们在拨乱反正国家走上改革发展之正轨以后,虽身处陋室,却无不珍惜时光,夜以继日,潜心学术｡他们开启

先路,为文学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而丰厚的基础｡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大发展,学校､中文系与本学科抓住机遇,实现一个又一个跨越

｡1978年学校更名黄石师范学院,中文专业成为首批全国具有学士授予权的本科专业;1985年学校更名湖北师范学院;1986年本学

科开始与湖北大学联合培养中国古代文学､逻辑学研究生;90 年代,文艺学､语言文字学相继成为省级重点特色学科,研究生培养

也扩大到文艺学､现代当代文学和语言文字学等方向,学科实力不断壮大,影响日益增强｡文学院和中文学科创业者崇信的“厚德､

博学､明辨､笃行”理念和奉献拼搏精神激励着后来者,不断砥砺前行,跨越发展!

江河万古,不废楚风｡新世纪以来,我院与中文学科进入快速发展､蓬勃向上的新时期｡来自五湖四海学科同仁,敬业执着,继往

开来,奋勇争先,共同创造了学科以及文学院的新辉煌!

我们始终坚持以培养高质量拔尖人才为目标,以师资队伍建设为基础,坚持教学和科研的中心地位,充分发挥学科特色和优

势,开展科学研究｡文学院从最初一个本科专业,发展到本世纪初具有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广播电视学和广告学四个本科专

业｡2002 至 2006 年,连续通过国家本科教学工作合格与水平评估,水平评估荣获优秀;2007 年,汉语言文学专业成为湖北省高校品

牌专业,次年成为教育部特色专业立项建设点｡2006 年文艺学､汉语言文字学首先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2008 年建立文学院,下设

中文､传媒两个系｡2009 年语言学研究中心获批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基地｡2010 年本学科被评为湖北省一级重点学科｡2011 年学科

发展获得重大突破,获得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下设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文艺学､语言文字学､应用语言

学以及自设特色方向地域文化与文学､审美文化与文学,共七个二级方向培养研究生｡另外,还有语文课程教学论二级学术硕士点

和学科语文专硕点,在校研究生规模为全校之最｡文艺学､语言文字学和中国古代文学成为“楚天学者”特聘教授学科｡学科影响力

1
收稿日期: 2016—12—14

作者简介: 景遐东,江苏南通人,湖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不断扩大,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中心2007以来发布的中国大学学科实力排行榜中,本学科文艺学与汉语言文字学等排名领先于

10多所 211 大学同类学科,省内高校排名仅次于华中师大和武汉大学同类学科｡在 2012 年全国重点学科评估中,本学科名列全国

第52､湖北省属高校第2｡为了更好适应国家和湖北省高校学科发展战略,谋求新的跨越,2015年本学科联合历史文化､外国语言文

学和美术学､音乐学等学科,组建了中国语言文学与文化学科群,通过跨学科力量的整合与交融,学科队伍更加齐整,学科实力得

到进一步加强,呈现出更强劲的发展势头｡

学科高度重视师资队伍建设,目前学科成员中有教授 21 人(含 3 名楚天学者特聘教授)｡拥有博士学位者 35 人,均毕业于复旦

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华中师大､首都师大､南京师大､陕西师大等著名高校,学缘优良,老中青结合,

梯队明显｡教师中有全国优秀教师 1 人,省级及以上专家称号者 10 人(次),国家级学会理事及以上职务者 16 人(次),“楚天学子”

1 人｡黄瑞云先生年逾八十,仍然老骥伏枥,笔耕不辍｡石麟､张开焱､杨迎平､黎千驹､景遐东､王守雪､李有光､徐伯青､舒大清､李兴

阳､李社教､胡淑芳等中年学者,在各自研究领域均具有全国影响｡另外胡光波､赵爱武､张道俊､马芝兰､刘宝珍､彭江浩等,亦取得

不俗成绩｡更为可喜的是,文学院涌现出一批优秀 70､80后新生力量,如张鹏飞､谢龙新､黄芳､吴福秀､李治平､车录彬､龚新琼､王成

､杨文军､张玉玲､曾羽霞､王玲等,或生机勃勃,或蓄势待发,已是小荷尖尖,崭露头角｡他们是本学科未来发展的希望!

本学科在老庄研究､历代辞赋整理辑佚､叙事学､明清小说､模糊语言学､江南文化与古代文学､古代诗学､古代歌谣､修辞学､湖

北方言等领域,形成特色,全省领先,在全国也有较大影响｡近 5 年,学科成员发表 CSSCI 论文 190 余篇,出版专著 40 多部,主持国

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项目 16 项,省厅项目 60余项｡科教研成果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 2项(集体项目)､省人文社科优秀

成果奖 7 项､省级教学优秀成果奖 3 项｡

本学科还致力于服务湖北尤其是黄石市经济社会与文化建设,与黄石日报传媒集团联合建立了省级研究生工作站和省级实

习实训基地,与黄石市教育局联合承担省级专业综合改革项目;学科成员承担的其他湖北地方研究项目达100余项｡2012年学科成

立了西塞神舟会与鄂东民间文化研究所,专门研究世界非遗项目黄石西塞山端午民俗以及鄂东民间文化,四年来取得较为丰硕的

成果,得到地方政府部门的充分肯定,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我校是一所教师教育特色鲜明的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专业及学科,已成为湖北省高校中文人才培养的骨干力量和重要基地,

四十余年的本科与研究生办学历史,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中文高端人才,为湖北乃至全国的基础教育师资培养做出重要贡献,赢

得良好的社会声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