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傳統與現代的激蕩
———論劉毓盤的詞學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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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從晚清過渡到民國的傳統詞人劉毓盤，其《詞史》作爲中國第一本通代詞

史，乃嘗試對千年詞壇作出系統梳理與規律把握；此外，他尚撰有《中國文學

史》，輯有《唐五代宋遼金元名家詞輯》，蓽路藍縷之功，值得關注。然劉毓盤逝

世八十多年後，才陸續出現幾篇論文開始關注他，其“身後名”長期備受冷落，

與其生前作爲構成强烈反差。本文嘗試進入 ２０ 世紀 ３０ 年代的詞學氛圍，並以

學術史與教育史的眼光探討爲何劉毓盤長期被學界輕視；繼而重新挖掘劉毓

盤被學界輕視的詞學貢獻，分别是：《詞輯》與《詞史》的文獻積累爲後世詞籍

整理提供便利，《詞史》多面向而客觀的理論框架爲後世詞史撰寫提供借鑑，

《詞史》有效推動傳統詞學向現代詞學轉型。本文同時關注劉毓盤當年盡責而

靈動的課堂傳授，旨在反思側重學術研究而輕視課堂傳授的大學趨勢，是否有

調整的需要；並藉著《詞史》反思愈趨“理論化”的學界，如何在理論闡發與詞史

描述的張力之間取得平衡。

關鍵詞：劉毓盤　 《詞史》　 《唐五代宋遼金元名家詞輯》　 《中國文學史》　 中

國詞學現代化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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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從世代文儒到大學教授： 劉毓盤及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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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劉毓盤的課堂傳授與詞學著述

　 　 （一）劉毓盤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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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吃力不討好：劉毓盤被學界輕視的學術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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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輅椎輪，創始不易： 劉毓盤的詞學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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