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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通〔2022〕57号

关于开设湖南师范大学 2022年微型课程

《中国阐释学若干问题研究》的通知

各相关学院：

为深化研究生课程建设改革，拓宽研究生知识面，优化

研究生知识结构，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经学院申请、研究

生院审核，拟开设微型课程《中国阐释学若干问题研究》,

现将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课程介绍

通过本课程的开设，让相关学科研究生了解当下学术前

沿，熟悉阐释学领域学术研究动态，了解中国阐释学的核心

概念与基本构架，深入认知中国阐释学建构的基本理论问题

与论域，进而培养研究生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意识。

二、开课时间及开课地点

开课时间：2022年 11月 14日至 17日；11月 23日至

24日

开课方式：腾讯会议

三、授课对象

文艺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

学研究生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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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考核与学分

课程考核按普通课程要求进行，考核合格，可计 1学分，

可兑换培养计划内任意选修课学分。每位学生计入培养计划

的微型课程总学分数原则上不超过 2学分。

五、报名要求及流程

1. 报名要求及起止时间

微型课程网上报名学生需满足以下要求：

（1）本校研究生；

（2）学生本学期已完成学期注册并通过院系审核；

（3）学生必须已提交培养计划并通过导师审核；

（4）报名起止时间为 2022年 11月 9日-11月 13日。

2. 操作流程详见附件 4

六、其它

1. “研究生微型课程”是我校研究生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

举措，开课学院应高度重视该项工作，将课程开课情况及时

通知研究生，并积极组织研究生选修微型课程。

2. 开课学院应指派专人负责微型课程的管理，做好接受

报名、课程安排、教学管理和成绩录入等工作。微型课程结

束后需提交课程总结一份，具体内容参考附件 5。

3. 研究生选修微型课程后，应服从开设课程学院管理人

员和任课教师的管理，全程认真参与课程授课，自觉遵守教

学纪律和考核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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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主讲教师简介

2.课程实施方案

3.课程教学大纲

4.网上选课操作流程

5.课程总结材料清单

研究生院

2022年 11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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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主讲教师简介

张江，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阐释学高等研究

院院长、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会长、《中国文学批评》杂志

主编，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

编辑等。张江主要研究领域为阐释学和文艺理论。代表性专

著有《作者能不能死》（中文版、英文版、德文版）等，在

《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文艺研究》《文学评论》《学

术月刊》等学术期刊发表专业论文数十篇，部分论文被译成

英文、法文、意大利文、俄文等在国外著名学术期刊发表。

主持完成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

重大课题。

张江致力于当代形态的中国阐释学构建和阐释学学科建

设。“强制阐释论”“公共阐释论”等在我国理论界产生重要影

响，并受到国际学术界关注。《“阐”“诠”辨》《“理”“性”辨》

《“通”“达”辨》等论文开创了从中国传统语言学资源中发掘

和构建当代形态中国特色阐释学基本理论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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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课程实施方案

课程目的：通过本课程的开设，让相关学科研究生了解

当下学术前沿，熟悉阐释学领域学术研究动态，了解中国阐

释学的核心概念与基本构架，深入认知中国阐释学建构的基

本理论问题与论域，进而培养研究生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与

方法论意识。

课程内容：

第一讲：中国阐释学建构的若干问题

建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的当代中国阐释学面

临六大难题：一、基础建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二、重在方

法论还是本体论；三、与语言文字学研究之关系；四、多学

科交叉与相融；五、理论的实践与应用；六、形态的系统和

完备性。其中的核心和要害是，中国学术传统中虽无阐释学

的概念和学科，但有丰富的阐释学思想和经验，这是构建当

代中国阐释学的可靠资源和坚实基础。我们要学习借鉴西方，

但不是用西方阐释学的已有框架来裁剪或规制中国阐释学

经验和思想；应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实践，

提取和改造中国传统阐释学资源，从本体论到方法论，提出

和建构我们自己的概念、范畴、命题，以至完备的体系。

第二讲：“阐”“诠”辨

汉语言文字造字之法,呈现出重直观、重开放、重共享之

特点。公共性乃阐释的本质特征,此为重要根据之一。“阐释”

之“阐”与“诠释”之“诠”,各有极为深厚的哲学和历史渊源。“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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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公开性、公共性,其向外、向显、向明,坚持对话、协商之

基本诉求,闪耀着当代阐释学前沿之光。“诠”之实、“诠”之细、

“诠”之全与证,其面向事物本身,坚守由训而义与意,散发着民

族求实精神之光。中国古代的阐释路线,一条重训诂之“诠”,

一条重意旨之“阐”。两者各有其长,互容互合。以中国话语为

主干,以古典阐释学为资源,以当代西方阐释学为借鉴,假以对

照、选择、确义,由概念起,而范畴、而命题、而图式,以至体

系,最终实现传统阐释学观点、学说之现代转义,可建立彰显

中国概念、中国思维、中国理论的当代中国阐释学。

第三讲：“解”“释”辨

从古代文字发生学入手,以原始字形之追索为方法,厘清

中国古代阐释学之构建路径,可为当代中国阐释学总体构建

提供可靠的文字学根据。阐释是过程。此过程,由解起始,经

由诠后而再阐,实现阐之最高目的。解,由外力拆解对象,停留

于分,失整体之把握,此类释解,无论如何必要精准,非阐释也。

诠,现象本体之诂训,言之凿凿,求全求是。现象之本,当以此为

准。阐,乃义理之阐,由本而求大求广,衍义是也。阐之目的,阐

之意义,聚合于此,功成于此。易言之,释起于解,依分而立;诠由

解始,依诂而正;诠必生阐,尚意大开。解为分,诠为正,阐乃衍。

由解而诠,由诠而阐,实现阐之完整过程,达及最高目的。阐,生

于解与诠,实现解与诠。深入考查“解释”义,特别是作为单音字

的“解”与“释”的本义,并与“阐”及“诠”的意义与使用相比较,

可知选择并确定以“阐释学”——而非“诠释学”,更非“解释

学”——为当代中国阐释学总称谓,是必要且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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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理”“性”辨

在中国古代,“理”与“性”作为确定的单音字是各自独立

使用的,在文字与语义学的意义上,其能指与所指,与作为整体

概念的“理性”语用差异甚大。中国之理,是实践理性之理,乃实

践智慧的直观表达;西方之理性,是理论理性之理,乃理论智慧

的逻辑表达。中国的性观念,严格区分了人性与生物性之界线,

性观念中所包含的理与德,更重要的是它所容纳的伦理及价

值意义,彰显了人类自觉的道德追求。中国古代之性,当为伦

理之性。中国古代“理”与“性”的辨析,中国古代理与当代理性

的辨析,为阐释学理论与体系构建提供一条新的线索。重东方

理之本义,阐释由性而起,据理而顺,彰显性之本原;重西方理

之本义,阐释由理而始,从分析而上手,呈综合之气象。东方实

践智慧与西方理论理性之互补,相鉴相融之中,集合起阐释的

全部价值与意义,在无限反思之长河中,趋向真理性认识。基

于中国古代文化与哲学传统,借鉴西方哲学及理性方法,可为

当代阐释学基本规则的重要根据。

教学计划：

序号 课程内容
课堂讲课 实践 课堂讨论 课外自学

学时 学时 学时 学时

1
第一讲 中国阐释学建构的若干问

题
4

2 第二讲 “阐”“诠”辨 4

3 第三讲 “解”“释”辨 4

4 第四讲 “理”“性”辨 4

总学时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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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考核：

平时成绩主要包括答问、课堂表现等，占比 40%；期末

考核以课程论文形式，占比 60%。

学员选拔方法：
以文学院相关专业（文艺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

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等）研究生为学员主体。其他专业研
究生可自愿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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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中国阐释学若干问题研究》课程教学大纲

Teaching Course of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Hermeneutics

第一部分 大纲说明

1．课程代码：

2．课程类型：任意选修课

3．开课时间：2022-2023 学年秋季学期：11 月 14 日至 17 日

4．课程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开设，让相关学科研究生了解当下学术前沿，熟悉阐释学

领域学术研究动态，了解中国阐释学的核心概念与基本构架，深入认知中国阐释学建构的基

本理论问题与论域，进而培养研究生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意识。

5．面向学科：中国语言文学（文艺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

学为主）

6．考核方式：平时成绩主要包括答问、课堂表现等，占比 40%；期末考核以课程论文

形式，占比 60%。

7．预修课程：中国古代文学史、古代汉语、文学原理、中国现当代文学

8. 教学方式：课堂讲课和课堂讨论

9．学时学分：16 学时，1 学分

序号 教学内容
课堂讲课 实践 课堂讨论 课外自学

学时 学时 学时 学时

1 第一章 中国阐释学建构的若干问题 4

2 第二章 “阐”“诠”辨 4

3 第三章 “解”“释”辨 4

4 第四章 “理”“性”辨 4

合计 16 16

10. 教材及教学参考资料：

教材：张江教授编写讲义《中国阐释学若干问题研究》

参考书目：

张江《阐释的张力 强制阐释论的对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张江《作者能不能死 当代西方文论考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邵汉明，陈玉梅《文本的意义之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王双龙《阐释的限度 强制阐释论的讨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第二部分 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

教学内容：以“阐”“诠”辨、“解”“释”辨、“理”“性”辨、“衍”“生”辨、“通”“达”

辨为主线索展开分析中国阐释学的思维特征、方法工具、伦理特性、构建路径，在中西阐释

学比较视野下透析中国阐释学的本体性、民族性和对话性。

教学目的：一是让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了解中国阐释学的本体特征；

二是让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领悟中西阐释学的共性和差异；

三是让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学会用跨学科、中西比较、古代文字发生学

等方法解决语言和文学的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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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阐释学建构的若干问题
1．本章主要内容：

建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的当代中国阐释学面临六大难题：一、基础建构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二、重在方法论还是本体论；三、与语言文字学研究之关系；四、多学科交

叉与相融；五、理论的实践与应用；六、形态的系统和完备性。

2．本章的重点与难点、需掌握的主要知识：

本章的核心和要害是，中国学术传统中虽无阐释学的概念和学科，但有丰富的阐释学思

想和经验，这是构建当代中国阐释学的可靠资源和坚实基础。我们要学习借鉴西方，但不是

用西方阐释学的已有框架来裁剪或规制中国阐释学经验和思想；应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政治、

经济、文化实践，提取和改造中国传统阐释学资源，从本体论到方法论，提出和建构我们自

己的概念、范畴、命题，以至完备的体系。

3．预备知识要求

了解中国阐释学的发展历程

4．主要参考资料

张江《阐释的张力 强制阐释论的对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张江《中国阐释学建构的若干难题》，载《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 1期。

张江《作者能不能死 当代西方文论考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邵汉明，陈玉梅《文本的意义之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王双龙《阐释的限度 强制阐释论的讨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第二章 “阐”“诠”辨
1．本章主要内容：

汉语言文字造字之法，呈现出重直观、重开放、重共享之特点。公共性乃阐释的本质特

征，此为重要根据之一。"阐释"之"阐"与"诠释"之"诠"，各有极为深厚的哲学和历史渊源。"
阐"之公开性、公共性，其向外、向显、向明，坚持对话、协商之基本诉求，闪耀着当代阐

释学前沿之光。"诠"之实、"诠"之细、"诠"之全与证，其面向事物本身，坚守由训而义与意，

散发着民族求实精神之光。

2．本章的重点与难点、需掌握的主要知识：

中国古代的阐释路线，一条重训诂之"诠"，一条重意旨之"阐"。两者各有其长，互容互

合。以中国话语为主干，以古典阐释学为资源，以当代西方阐释学为借鉴，假以对照、选择、

确义，由概念起，而范畴、而命题、而图式，以至体系，最终实现传统阐释学观点、学说之

现代转义，可建立彰显中国概念、中国思维、中国理论的当代中国阐释学。

3．预备知识要求

了解中国阐释学的发展历程

4．主要参考资料

张江《阐释的张力 强制阐释论的对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张江《“阐”“诠”辨——阐释的公共性讨论之一》，载《哲学研究》，2017年第 12期。

张江《作者能不能死 当代西方文论考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邵汉明，陈玉梅《文本的意义之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王双龙《阐释的限度 强制阐释论的讨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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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解”“释”辨

1．本章主要内容：

从古代文字发生学入手，以原始字形之追索为方法，厘清中国古代阐释学之构建路径，

可为当代中国阐释学总体构建提供可靠的文字学根据。阐释是过程。此过程，由解起始，经

由诠后而再阐，实现阐之最高目的。解，由外力拆解对象，停留于分，失整体之把握，此类

释解，无论如何必要精准，非阐释也。诠，现象本体之诂训，言之凿凿，求全求是。现象之

本，当以此为准。阐，乃义理之阐，由本而求大求广，衍义是也。阐之目的，阐之意义，聚

合于此，功成于此。易言之，释起于解，依分而立；诠由解始，依诂而正；诠必生阐，尚意

大开。解为分，诠为正，阐乃衍。由解而诠，由诠而阐，实现阐之完整过程，达及最高目的。

阐，生于解与诠，实现解与诠。

2．本章的重点与难点、需掌握的主要知识：

深入考查"解释"义，特别是作为单音字的"解"与"释"的本义，并与"阐"及"诠"的意义与

使用相比较，可知选择并确定以"阐释学"——而非"诠释学"，更非"解释学"——为当代中国

阐释学总称谓，是必要且充分的。

3．预备知识要求

了解中国阐释学的发展历程

4．主要参考资料

张江《阐释的张力 强制阐释论的对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张江《“解”“释”辨》，载《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 1期.
张江《作者能不能死 当代西方文论考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邵汉明，陈玉梅《文本的意义之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王双龙《阐释的限度 强制阐释论的讨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第四章 “理”“性”辨
1．本章主要内容：

在中国古代，"理"与"性"作为确定的单音字是各自独立使用的，在文字与语义学的意义

上，其能指与所指，与作为整体概念的"理性"语用差异甚大。中国之理，是实践理性之理，

乃实践智慧的直观表达；西方之理性，是理论理性之理，乃理论智慧的逻辑表达。中国的性

观念，严格区分了人性与生物性之界线，性观念中所包含的理与德，更重要的是它所容纳的

伦理及价值意义，彰显了人类自觉的道德追求。中国古代之性，当为伦理之性。中国古代"
理"与"性"的辨析，中国古代理与当代理性的辨析，为阐释学理论与体系构建提供一条新的

线索。

2．本章的重点与难点、需掌握的主要知识：

重东方理之本义，阐释由性而起，据理而顺，彰显性之本原；重西方理之本义，阐释由

理而始，从分析而上手，呈综合之气象。东方实践智慧与西方理论理性之互补，相鉴相融之

中，集合起阐释的全部价值与意义，在无限反思之长河中，趋向真理性认识。基于中国古代

文化与哲学传统，借鉴西方哲学及理性方法，可为当代阐释学基本规则的重要根据。

3．预备知识要求

了解中国阐释学的发展历程

4．主要参考资料

张江《阐释的张力 强制阐释论的对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张江《“理”“性”辨》，载《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 9期.
张江《作者能不能死 当代西方文论考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邵汉明，陈玉梅《文本的意义之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王双龙《阐释的限度 强制阐释论的讨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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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微型课程网上选课操作流程

一、登录学生界面。

二、依次点击“培养管理”->“学生网上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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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找到课程，点击“选课”，进行选课。

四、选课成功后，等待研究生院审核，审核通过后，学生可在“选

课结果查询”中查到该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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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微型课程总结材料清单

序号 内容 电子版或纸质版 签字

1 开课通知

2 课程课表

3 选修名单

4 课程作业

5 课程成绩单

6 课程小结

7 学生心得

8 课程照片

9 意见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