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王运熙教授简要年谱 

 

1926 年 1 岁 

6 月 29 日（农历 5 月 16 日），出生于江苏省金山县（今为上海市金山区）卫城区扶王乡。

父亲王杰士，长期在中学为语文、历史教员。关心乡邦文献，建国前曾编辑《金山县鉴》三

集出版。母亲张端正，家庭妇女。上有三位姐姐，后又有一妹。在家庭中为独子，特受父母

钟爱。 

 

1932 年 7 岁 

 

进入家乡扶王初级小学学习。 

 

1936 年 11 岁 

 

初小毕业。家乡没有高小，时诸姐有的在县城朱泾镇读初中，有的寄居在吕巷镇舅父家读高

小。父亲不放心离家就学，他本人又在松江县工作，即延请家乡一老先生来做家庭教师，一

年中读了《孝经》、《四书》、《千家诗》等古籍。 

 

1937 年 12 岁 

 

“八一三”战争爆发，国难加深。冬，日本侵略军在家乡金山卫登陆，举家仓皇避难。先是

寄居在吕巷镇舅父家，后移居上海。老家房屋在战乱中被焚毁。 

 

1938 年 13 岁 

 

春，举家移居上海市。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五凤里租赁了一间二十平米的房间，

全家七人局居其中，直至 1948 年迁出。当时时局混乱，物价飞涨，父亲工资收入微薄，全

家生活艰苦。自此年至 1941 年三年时间内，在家学习，由父亲指导，念了《诗经》、《尚书》、

《左传句解》、《史记》（选读）、《楚辞》、《古文观止》、《六朝文絜》等经、史、文学古籍，

以熟读为主。并阅览《纲鉴易知录》，锻炼写作文言文。用少量时间学一点数学、英语。 

 

1941 年 16 岁 

 

上半年进第一中华职业补习学校补习数、理、化、英语。秋季，以同等学力进入私立青年中

学高中部学习（该校建国后停办，地址在今淮海中路）。在校两年中，课馀爱好阅读现代文

学作品与外国翻译作品。 

 

1943 年 18 岁 

 

秋季，进入私立复旦大学上海补习部中文系学习。校址在英租界赫德路（今常德路）。当时

复旦大学内迁至重庆市，改成国立大学。该补习部由复旦一部分留沪教师开办，教师、学生

人数均少。中文系主任由社会系主任应成一教授兼任。同班同学有陆萼庭等十来人。当时课

程有中国文学史、古代分体作品选、古典专书选读、文字音韵学、各体文习作等。课馀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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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读现代及外国文学作品，并写作一些短篇小说、散文。浏览“五四”以来著名文史学者王

国维、鲁迅、胡適、顾颉刚、冯友兰、钱穆、郭沫若、郑振铎等人的论著，开阔了学术眼界。 

 

1946 年 21 岁 

 

上一年，抗日战争胜利。此年国立复旦大学从重庆迁回上海江湾原址。上海的补习部并入国

立复旦大学。 

 

1947 年 22 岁 

 

夏，毕业于复旦中文系。获文学院学生成绩总分第一名，被留任为中文系助教。毕业论文为

《秦观研究》，全面介绍秦观的生平、诗、词、文等，因对北宋文学与词学知之不多，写得

较肤浅。 

 

1948 年 23 岁 

 

此年视力明显衰弱，从此夜间不能读写，白天工作时间亦须控制。平时协助系主任陈子展先

生处理一些系里工作或坐办公室，事务清闲。决心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工作，选定先以

汉魏六朝文学为范围。在陈先生指导下，先研究杂体诗。在研究杂体诗中的风人诗（富含谐

音双关语）时，对六朝乐府清商曲吴声、西曲产生兴趣，进行深入探究，至 1950 年写出多

篇论文，编成《六朝乐府与民歌》一书。全家从霞飞路迁至南市学院路一幢假三层住房内，

从此居住、读写条件大为改善。 

 

1949 年 24 岁 

 

上海解放。研究六朝乐府清商曲的两篇论文在《国文月刊》发表，受到学术界同行的注意。

此段时间内，重视读汉魏六朝史书、现代名家论著，尤得益于陈寅恪、闻一多、余嘉锡、杨

树达诸家之作。 

 

1951 年 26 岁 

 

此年 10 月至 1952 年 1 月，参加复旦师生土改工作队，在安徽北部五河、灵璧两县参加当地

的土地改革运动。 

 

1952 年 27 岁 

 

秋，由复旦借调，去华东速成实验学校教工农兵学生（高小程度），让他们通过短期（两年）

速成学习进入高校。直至 1954 年夏，该校停办，回到复旦。两年中，结合教语文课，多读

语法、修辞一类著作。此年在复旦中文系提升为讲师。 

 

1954 年 29 岁 

 

秋，回到复旦中文系教课。此前曾教过“大一国文”、“文选及习作”等课，此后三年中，教

过“中国文学简史”（为新闻、外文、历史等系开设）、“乐府诗研究”等课。研究方向，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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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乐府研究告一段落，乐府研究扩大至汉乐府，并开始对唐代文学进行探索。 

 

1957 年 32 岁 

 

此后约四年中，在中文系开设“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史”、“《昭明文选》选读”、“李白

研究”、“杜甫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等课程。在古代文学教研组内，先是担任秘书，后

担任副主任。 

 

1959 年 34 岁 

 

冬 12 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复旦中文系师生集体编写了《李白诗

选》、《李白研究》两书。负责主编，教研组章培恒、吴大逵两教师，1956 级学生李宝均、徐

佩珺（徐培均）、范民声、盛鍾健等十馀人参加。两书于 1961 年、1962 年先后出版。次年，

提升为副教授。 

 

1961 年 36 岁 

 

中宣部组织的高校文科教材编写工作开始。协助朱东润先生编注《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

协助刘大杰先生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 

 

1962 年 37 岁 

 

秋 10 月，与杜立羊结婚。她出生于 1932 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会计系，长期在棉纺织厂

担任财务工作。婚后去北京游览。因杜家在闸北区中兴路，与复旦较近，婚后即住其家。 

 

1963 年 38 岁 

 

冬 12 月，长子宏图诞生。12 月至次年 1 月，由学校组织，在宝山县（今为宝山区）刘行公

社参加“四清”运动（又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4 年 39 岁 

 

冬 11 月至次年 5 月，在奉贤县（今奉贤区）胡桥公社参加“四清”运动，在贫下中农家，

同吃同住。 

 

1965 年 40 岁 

 

夏 7 月至次年 5 月，在宝山县罗泾公社参加“四清”运动。 

 

1966 年 41 岁 

 

夏，“文化大革命”开始。因仅担任教研组干部，不是系级，不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侥幸未被关入牛棚。此后五年内，在军宣队、工宣队领导下，主要活动是： 学习毛泽

东著作，看校内大字报，参加校内各种批斗活动，下乡下厂参加劳动并接受工农群众的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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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曾去上海柴油机厂，上钢三厂，南汇、崇明的公社等地参加短期工农业生产劳动。 

 

1969 年 44 岁 

 

秋 9 月，次子诞生，姓母姓，名杜巨澜。 

 

1970 年 45 岁 

 

秋 9 月，去奉贤县平安公社复旦五七干校参加农业劳动与学习。 

 

1971 年 46 岁 

 

春 3 月，回复旦校部，参加《旧唐书》（“廿四史”之一）的点校工作。点校小组组长是陈允

吉同志。此工作直至 1976 年结束。 

 

1978 年 53 岁 

 

“四人帮”于 1976 年垮台，“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各项工作渐趋正常。此年 4 月，提升

为中文系教授。担任古典文学教研组主任。6 月，从中兴路迁居至天目中路，居住条件有所

改善。秋季，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去西安参加陕西师范大学等十馀所高等师范院校编写的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教材审稿。会后应邀去延安大学讲学，同去者有河南师大华鍾彦、

李春祥教授，扬州师院封桂荣先生。此年，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中“隋唐

五代”部分的编辑、撰写工作，至 1981 年竣事。 

 

1979 年 54 岁 

 

秋 10 月，赴开封师院、郑州大学、广西师院、广西民族学院等校讲学。参与《辞海》古典

文学条目的定稿工作。 

 

1980 年 55 岁 

 

与顾易生教授共同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卷（高校文科教材）完成。开始为研究生开

设“《文心雕龙》研究”专题课。 

 

1981 年 56 岁 

 

6 月，复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正式成立，与中文系为兄弟单位，任所长，直至 1996 年退

休，一直担任此职。所内日常工作由副所长许宝华同志、秘书袁震宇同志处理。参加所内中

国文学批评史室的研究工作。从此研究工作重点转向中国古代文论方面。秋，去扬州师院讲

学。 

 

1982 年 57 岁 

5 月，赴西安参加全国唐代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讨论会。10 月，与王元化、王达

津、周振甫、徐中玉、詹锳等先生联名向中央有关部门申请成立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学



 5 

会于次年 8 月正式成立，被推选为理事。 

 

1983 年 58 岁 

 

与顾易生教授共同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完成。春 3 月，与顾易生赴桂林参加“文

学艺术重点科研项目规划会”，多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被列入国家重点项目，得到资

助。下半年，与杨明同志合作，开始撰写《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至 1987 年完成。 

 

1984 年 59 岁 

 

8 月中旬至 9 月初，赴兰州参加第二届唐代文学学会会议。会后去敦煌参观。11 月，参加由

复旦大学主办的中日学者《文心雕龙》研讨会。 

 

1985 年 60 岁 

 

此年 2 月，开始带博士研究生。5 月底，赴马鞍山参加中日李白诗词研讨会。 

 

1986 年 61 岁 

 

4 月，赴屯溪参加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第二次年会。6 月，去徐州师院，为吴汝煜同志研

究生讲课三次；次年 5 月，又去讲课三次。 

 

1987 年 62 岁 

 

2 月，上海市古典文学研究会成立，被推选为学会会长，至 2000 年卸任。7 月下旬至 8 月上

旬，与陈允吉同志去贵州大学为中文系唐宋文学方向研究生讲课。 

 

11 月，赴马鞍山参加纪念李白逝世 1225 周年活动，与詹锳、安旗、朱金城、裴斐、郁贤皓、

罗宗强等先生倡议成立中国李白学会，被推选为副会长。 

此年与顾易生教授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高校文科教材）获国家教委文科优秀

教材一等奖。 

 

1988 年 63 岁 

 

春，腰部酸痛，行动不便。经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检查，系肾下垂、腰肌劳损。从此，腰痛

病一直未愈，不适应多行动。11 月，赴广州参加《文心雕龙》国际研讨会。此年，与杨明同

志合作，开始撰写《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至 1993 年完成。 

 

1991 年 66 岁 

 

5 月 27 日，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举行校庆八十六周年、建所十周年庆祝座谈会，全所同志

合影留念，中午聚餐。11 月，建所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的现代思考》出版，

此书由袁震宇同志策划、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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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 67 岁 

 

5 月，在北京香山饭店参加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会议，匡亚明同志主持会议。讨论

1991—2000 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和五年（1991—1995）计划。被聘为小组理事。10 月，去

广州转往香港中文大学参加第二届国际赋学讨论会。顾易生、袁震宇同志同行。 

 

1993 年 68 岁 

 

2 月，《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撰写完成。5 月，在山东薛城参加第四届《文心雕龙》学会年

会，被推选为学会会长。至 2000 年卸任。会后，去山东师范大学作学术报告。 

 

1994 年 69 岁 

 

5 月，复旦中国语文研究所、中文系举办“庆祝胡裕树、王运熙、顾易生三先生学术成就讨

论会”。 

 

1995 年 70 岁 

 

5 月，去济南山东师大讲课三次，巨澜陪同。5 月下旬，去云南楚雄师专参加学术讨论，并

去大理、昆明两地参观。立羊同去。7 月 1 日中午，中国文学批评史室诸同志在复旦红墙餐

厅聚餐，祝贺本人七十寿辰。7 月底，赴北京参加《文心雕龙》国际学术讨论会。8 月，赴

郑州参加第三届《文选》学国际学术讨论会。 

 

1996 年 71 岁 

 

1 月，在复旦办理了退休手续，返聘后仍带博士研究生。6 月，《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

全部出齐。此年，该书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特等奖。 

 

1997 年 72 岁 

4 月，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获国家教委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8 月，又获国家图书

奖。 

5 月，去福州福建师范大学作学术报告，游武夷山。8 月，去黑龙江牡丹江参加“二十世纪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会后顺道去吉林长春市小妹家小住数天。立

羊同去。12 月初，去镇江参加南山风景区文苑开幕暨纪念刘勰的文心阁落成典礼。 

 

1998 年 73 岁 

 

4 月，《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获上海市文学艺术优秀著作奖。8 月，头晕又发，经市一医院检

查，系脑供血不足所致。岳父杜兰亭先生于去年夏逝世，生前自订《饮河轩诗词稿》得曹旭

同志协助，于今年印成。 

 

1999 年 74 岁 

1 月底，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摘除右眼白内障。开刀后视力大有提高。 

秋，体检发现腹部主动脉管内有斑块，注射金纳多针剂（银杏叶制剂）。以后多年常服银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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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药片。 

 

2000 年 75 岁 

 

4 月下旬，与杨明同志同去郑州大学讲学。俞绍初同志陪游洛阳、登封两地。5 月，进市一

医院进行左眼白内障摘除手术。夏，《当代学者自选文库·王运熙卷》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0 月下旬，参加上海作协老作家观光青浦古镇朱家角活动，共两天。11

月中旬，参加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讨论

会，在四平路白玉兰宾馆举行。复旦校友来者居多。 

 

2001 年 76 岁 

5 月底，去浙江大学古籍整理所参加博士生（崔富章教授指导）论文答辩，并作学术报告。 

8 月，手足常有小麻，腰部不适。经市一医院检查，腰椎左侧弯畸形，骨质疏松较重。10 月

下旬，与杨明同志赴马鞍山市参加“李白诞生 1300 年纪念会与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坐缆

车登黄山（第三次）。 

 

2002 年 77 岁 

 

夏，参加博士生汪群红论文答辩。汪系最后一位博士生。此年秋起停止返聘。 

10 月，赴镇江参加第五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11 月下旬，去扬州参加博士生（王小盾同志指导）论文答辩，并作学术报告。12 月中旬，

巨澜陪同至其香港中文大学宿舍暂住，至明年 3 月离港。此年，参与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

理论体系》（三卷本）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一等奖。 

 

2003 年 78 岁 

 

2 月，在香港浸会大学参加中文系部分教师与研究生的学术座谈会，邝健行教授主持。3 月

中旬，与立羊从香港去广州，下榻中山大学。吴承学、彭玉平、刘晟诸同志接待。在中山大

学、华南师大各作一次学术报告。游览中山、珠海、肇庆等地。3 月 19 日回上海。4 月中旬，

去苏州园外楼宾馆参加《中华大典·文学典·魏晋南北朝文学分典》审稿会。去苏州大学中

文系参加面对学生的学术谈话。10 月上旬，与杨明同志去南阳师范学院作学术报告。俞绍

初同志从郑州来参与作学术报告。冬，行动时常有气喘，经市一医院检查，可能与肺气肿有

关。 

 

2004 年 79 岁 

秋 9 月，为徐州师范大学“大学生培养创新工程”作关于古典文学治学心得的录音报告。《中

国文学批评史新编》获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颁发的 2003 年上海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2005 年 80 岁 

 

4 月上旬，由杨明同志陪同，去日本福冈大学参加《文心雕龙》学术研讨会。会后，参观观

音院、太宰府、阿苏活火山等古迹名胜，由叶言材先生陪同，数日中正值樱花盛开。4 月下

旬，去杭州浙江大学中文系作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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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由杨明同志陪同，去新乡参加第六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去新乡科技

学院、郑州大学作学术报告。5 月下旬，参加由镇江图书馆召开的《文心雕龙》资料中心建

设研讨会。 

 

6 月，在沪研究生合请，为本人庆祝八十寿辰。 

 

6 月 25 日，由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与上海市古

典文学学会、上海市作家协会古典文学组召开学术研讨会，祝贺本人八十寿辰。上海古籍出

版社出版由曹旭、吴承学同志主编的《庆祝王运熙教授八十华诞文集》。 

 

7 月，参加复旦大学第二届中国文论国际学术研讨会。 

 

9 月，复旦大学百年校庆，受邀参加学生会餐。 

 

10 月 21 日，由杨明同志陪同，去韩国首尔参加高丽大学“中国诗歌的传统与创新”国际学

术大会，本年为高丽大学建校一百周年。会后参观高丽大学校园、景福宫等。 

 

2006 年 81 岁 

 

4 月，去湖北黄冈师范学院参加“《文选》学与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12 月初，去复旦参加纪念朱东润先生诞辰 110 周年学术研讨会。赴香港巨澜处小住。 

 

2007 年 82 岁 

 

8 月中旬，参加复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现代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国

际学术研讨会。 

 

10 月，为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拍摄专题片，讲学习、研究中国古代文

学的体会。10 月底，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参加第七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8 年 83 岁 

 

1 月，为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讲“《文心雕龙》的若干问题”。去上海社

会科学院参加上海市古典文学学会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大会。 

 

6 月，为上海师范大学部分研究生作学术报告。 

 

12 月 24 日，去上海展览馆参加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颁奖大会，获得学术贡献奖。 

 

2009 年 84 岁 

 

4 月，参加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召开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中长期规划纲要草案》

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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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去复旦大学中文系参加纪念刘季高教授座谈会。 

8 月，去上海展览馆参加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一百种）出版座谈会。 

 

2010 年 85 岁 

 

5 月，参加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王元化研究中心等单位举办的《冈村繁全集》

中译本、《王元化著作集》日译本出版座谈会。 

 

2011 年 86 岁 

 

上半年开始着手整理旧稿，编辑五卷本《王运熙文集》。 

 

5 月中旬外出归家途中遭遇车祸，左腿股骨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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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运熙教授著作目录 

 

《六朝乐府与民歌》  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 1955 年 7 月出版。   

《乐府诗论丛》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8 年 4 月出版。   

《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 10 月出版。   

《文心雕龙探索》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 4 月出版。   

《中国古代文论管窥》  齐鲁书社 1987 年 3 月出版。   

《乐府诗述论》（含《六朝乐府与民歌》、《乐府诗论丛》、《乐府诗再论》三种）  上海古籍

出版社 1996 年 6 月出版。   

《当代学者自选文库·王运熙卷》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出版。   

《望海楼笔记》  东方出版中心 1999 年 4 月出版。   

《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增补本）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5 月出版。   

《李白诗选》（主编，署“复旦大学古典文学教研组”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 年 8 月出

版。   

《李白研究》（主编）  作家出版社 1962 年 6 月出版。   

《古代诗歌选》（4 册，与顾易生、徐鹏合编，署名王易鹏）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1 至 1962

年出版。   

《中国文学批评史》（3 卷本，与顾易生共同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4 年 8 月、1981 年

11 月、1985 年 7 月出版。   

《中国文学批评通史》（7 卷本，与顾易生共同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 6 月至 1996

年 6 月间陆续出版。   

《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第二卷，与杨明合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 6 月出版。   

《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第三卷，与杨明合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10 月出版。   

《文心雕龙译注》（与周锋合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4 月出版。   

《历代诗歌浅解》（《古代诗歌选》的修订本，与顾易生、徐鹏合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9 月出版。   

《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2 卷本，与顾易生共同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11 月出

版。   

《中古文论要义十讲》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12 月出版。   

《文心雕龙探索》（增补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 4 月出版。   

《中国古代文论管窥》（增补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 7 月出版。   

《乐府诗述论》（增补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 7 月出版。   

《望海楼笔记》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 年 1 月出版。   

《李白精讲》（《李白研究》的修订本，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7 月出版。   

《唐诗精读》（主编，杨明、归青、杨焄注释）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9 月出版。   

《谈中国古代文学的学习与研究》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4 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