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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慎研究論著目錄續補 
─以 2005-2017 年中國大陸地區為

中心

朱仙林 *

一、引　言

楊慎為明代最負盛名的學者之一，所涉足的學術領域極其廣泛（傳統的經、

史、子、集無不涉及），且多有創獲，故於中晚明學術之進程有著廣泛而深刻的影

響。對楊慎學術之研究，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已逐漸成為學界研究之焦點。特

別是近十年以來，隨著研究者數量的增加，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的漸次多樣，楊慎

研究已然成為明代學術研究中最具活力的領域之一。

據筆者初步統計，從二○○五年初至二○一七年底，共十二年時間 1，學界對楊

慎學術之研究呈現「井噴式」發展，共得單篇論文三一三篇、碩博士學位論文六

本文為中國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楊慎與中晚明考據學群體研究」（編號 17CZW027）的階段性

成果之一。

* 朱仙林，江蘇第二師範學院文學院講師。
1 
筆者之所以選擇從 2005年初開始統計，是因為截至 2004年底的楊慎研究現狀，已有林慶彰、賈

順先兩先生的〈楊慎研究論著目錄〉（《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2卷第 4期〔1992年 12月〕，頁
96-105）、侯美珍先生的〈楊慎研究論著目錄續編〉（《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5卷第 2期〔1995

年 6月〕，頁 100-115）、李勤合先生的〈楊慎研究論著目錄增補〉（《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15

卷第 2期〔2005年 6月〕，頁 163-168）三文進行了詳細地考察和著錄，故關於此前的相關研究

情況，敬請查閱上述三文，此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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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本、專題研究論著十七本 2、基金項目三項 3。單篇論文據研究角度之不同，可大

致區分為生平交友（27篇）、文獻考據（49篇）、史學成就（15篇）、文學成就

（139篇）、楊慎與地方文化（15篇）、作品賞析（34篇）、相關研究（24篇）、研

究綜述（10篇）等八個方面。這其中特別值得關注的是生平交友、文獻考據、文

學成就三個方面。

生平交友方面的研究，因受孟子「知人論世」觀念的影響，故是研究者長久以

來持續關注的話題；復因近年關於楊慎生平交友方面的材料逐漸被挖掘出來，故此

方面的研究較之前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如關於楊慎卒年、卒地的問題，此前由於材

料的緣故，未能得到合理的解答。而在二○○六年，卻先後有豐家驊 4、董運來 5兩先

生利用《明文海》卷四三四所載游居敬〈翰林修撰升庵楊公墓誌銘〉，得出楊慎於

嘉靖三十八年 (1559)七月六日卒於昆明高蟯寓所的結論。雖然此一結論仍有研究者

提出質疑 6，但最新的研究成果又再次證明游居敬〈翰林修撰升庵楊公墓誌銘〉所載

楊慎卒於嘉靖三十八年的結論可信 7。而關於此一問題，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張增褀

先生提出不同意見以來 8，已有眾多學者參與討論。經過三十餘年的反覆辯難，學者

們不僅對此一問題有了更為具體的認知，且通過對此一問題的討論，既掌握了大量

相關材料，也挖掘出諸多此前不為人知的楊慎本人、家族及其學術的細節，為全面

2 
需要指出的是，高小慧《楊慎文學思想研究》（2005年北京大學）、楊釗《楊慎研究─以文學

為中心》（2010年四川師範大學）、叢培凱《楊慎古音學文獻探賾》（2013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三篇博士論文，前兩篇已於 2010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巴蜀書社出版，後一篇於 2017年由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出版，故三者統計時存在重合。此外，學位論文中，林惠美《楊慎及其詞學研

究》（2004年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博士論文）雖發表於 2004年，本不在此次考察範圍內，但因李勤

合先生未曾統計，故補記於此。
3 
據統計，此 12年間所發表（出版）的文章（專著）及申請的基金項目，若以年為單位計算，分

別是：2005年 9篇（本）、2006年 21篇（本）、2007年 23篇（本）、2008年 22篇（本）、
2009年 22篇（本）、2010年 46篇（本）、2011年 39篇（本）、2012年 33篇（本）、2013年
43篇（本）、2014年 34篇（本）、2015年 33篇（本）、2016年 32篇（本）、2017年 41篇

（本）。
4 
豐家驊：〈楊慎卒年卒地新證〉，《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6年第 2期，頁 134-137。

5 
董運來：〈楊慎卒年卒地新考〉，《圖書館雜誌》，2006年第 6期，頁 70-72。

6 
鄧新躍：〈楊慎卒年新考〉，《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 3期，頁 91-92。

7 
周雪根：〈楊慎卒年卒地再證〉，《貴州文史叢刊》，2016年第 3期，頁 38-43。

8 
張增祺：〈有關楊慎生平年代的訂正〉，《昆明師院學報》，1980年第 1期，頁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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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地討論提供了儲備資料。

文獻考據方面的研究，隨著電子資訊技術的普及，資料的獲取已不像之前那麼

困難。故建立在對楊慎相關資料全面蒐集、詳細梳理和辨析基礎上的文獻研究，其

所得出的結論可信度往往較高。這就為更深入的楊慎及其學術的研究提供了相對可

靠的文本。如關於楊慎所編的詞選《百琲明珠》，明詞研究專家張仲謀先生對其真

偽曾提出質疑，認為「它很可能不是楊慎原本，而是晚明人或即杜祝進的偽託」9。

若如此，則將直接影響到對楊慎詞學成就的總體評價。但經過朱志遠先生據相關文

獻進行的詳細考辨，不僅澄清了「萬曆本《百琲明珠》確係承自原本，實非後人偽

託」，還考察出「明代重要詞學理論著作《詞品》之成書，亦與迻錄《百琲明珠》

詞目及評語有關」，進而指出「《百琲明珠》的價值與意義有待重新認識和評價」10

的結論。此結論的提出，顯然需要對楊慎詞學文獻進行全面深入考察後方能得出，

而這樣的文獻精讀和全面分析，正是未來楊慎研究中亟需加強的部分。

文學成就方面的研究，就研究數量上言，此方面的研究成果最為豐富，幾乎占

了所有單篇研究成果的一半；就研究的深度和取得的成績方面言，此方面亦是楊慎

相關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不僅發表了多篇極具分量的研究論文 11，還有一大批碩博

士論文及研究專著涉及此方面的論題，為推動楊慎學術研究及中晚明文學研究提供

了重要的參照。

短短的十年間，能吸引如此眾多的研究者參與楊慎學術的研究，能有如此眾

多的研究成果呈現在我們面前，且其中不乏高質量的學術研究成果，這無疑是值

得關注楊慎及明代學術研究的同行們欣喜的。但欣喜之餘，我們又必須清楚地認

識到，就總體而言，與數量眾多的研究成果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真正高水準的學術

研究成果所占的比例相對較少。也就是說，關於楊慎學術的相關研究，值得我們繼

9 
張仲謀：《明詞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頁 125。

10 
朱志遠：〈萬曆本《百琲明珠》非偽作辨考─兼論楊慎《詞品》與《百琲明珠》的承傳關係〉，

《文獻》，2016年第 1期，頁 151。
11 
如針對楊慎文論、詞學、詩學等方面的成績，就有研究者分別在國內頂級的文學研究雜誌《文學

評論》、《文學遺產》中發表了三篇極具分量的論文。分別是：呂斌：〈明代博學思潮與文論─

以楊慎為例的考察〉，《文學評論》，2010年第 1期，頁 94-99；胡元翎、張笑雷：〈論楊慎詞曲

的「互融」「互異」兼及「明詞曲化」的研究理路〉，《文學評論》，2011年第 5期，頁 64-74；雷

磊、陳光明：〈論楊慎詩歌創作的師法歷程與風格趣向〉，《文學遺產》，2007年第 4期，頁 61-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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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深入挖掘之處尚多。正因為如此，近年來關於楊慎及其學術的研究，學界投入了

更多的精力和熱情，如：二○一四年湘潭大學雷磊教授獲批的中國國家社科基金

重大項目「《楊慎全集》整理與研究」（編號 14ZDB075）、二○一六年山西師範大

學白建忠教授獲批的中國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楊慎文學評點研究」（編號

16FZW026），及二○一七年由本人獲批的中國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楊慎與中

晚明考據學群體研究」（編號 17CZW027）。此「中國國家社科基金」為最高水準

的項目資助類型，能在楊慎研究方面前後三年間，獲得如此高規格的資助，既說明

學界對楊慎研究能拓展的空間仍抱有極大的自信和期許，同時也說明，楊慎研究尚

有諸多值得深入挖掘之處。其中，雷教授主持的「《楊慎全集》整理與研究」的完

成，將是對楊慎相關資料的一次較為徹底的蒐尋和整理；無疑能夠提供給我們一份

全面的楊慎資料，這將極大地推動楊慎研究向深度和廣度兩方面拓展。同時，我們

仍可期待通過對楊慎學術的深入研究，將能夠給整個明代中後期學術研究提供足夠

的資料與理論方面的支撐，而這正是我們所樂意看到的。

茲就蒐集到的大陸地區（港、臺地區亦略有涉及）近十年來楊慎研究的相關資

料，按類匯為一編，以期為學界深入研究楊慎學術提供些微幫助。但筆者深知，資

料蒐集絕非易事，況且歐美、日本及港、澳、臺等地區的資料，囿於聞見，筆者未

能詳加蒐討，故遺漏之處所在多有，深望學界同仁不吝補充賜正為盼，是為記。

二、生平交友

豐家驊：〈楊慎卒年卒地新證〉，《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6年第 2期，頁

134-137。

董運來：〈楊慎卒年卒地新考〉，《圖書館雜誌》，2006年第 6期，頁 70-72。

穆　藥：〈楊慎撰修《雞足山志》考辨─楊慎卒年四議〉，收入趙懷仁主編：《大

理民族文化研究論叢》第 2輯，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 11月，頁

729-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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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新躍：〈楊慎卒年新考〉，《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 3期，頁

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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