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语语言文学学科简介 

 

1．本学科点的历史沿革与现状概述 

湖南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学科始创于 1938 年，学贯中西的钱

钟书先生早年曾任国立师范学院（湖南师范大学前身）英语系首任系

主任。徐燕谋、汪梧封、沈同恰、罗暟岚、刘重德等著名学者也曾先

后执教于本学科。 

本学科 1983 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2000 年获博士学位授予权，

2000 年、2007 年先后获教育硕士（英语方向）、翻译硕士专业学位

授予权。2001 年英语语言文学被确定为湖南省重点学科，2005 年验

收评为“优秀”，并进入“十一五”省重点学科继续建设。本学科的

新方向“湖湘文化与西方文化交互影响研究及其对外传播”被遴选为

我校国家“十五”、“十一五”“211 工程”重点建设项目的子项目。

2002 年经湖南省委宣传部和省社科规划办批准，湖南省社会科学研

究基地——“湖南省中外文化传播研究基地”设立于本学科。2001

年英语专业被确定为“湖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示范专业”，2004 年在

教育部英语专业本科教学工作评估（试点）中被评为“优秀”。本学

科现已成为在省内有明显优势、在国内有相当影响的学科。 

2．本学科点的主要研究方向介绍 

本学科通过整合学科资源，已有英美文学研究、中外文学及文化

比较研究、英语语言学及英语教学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等 4 个

稳定的研究方向。这些研究具有一定程度的全面性、前沿性、创新性、

交叉性以及地域性，逐渐形成了自身的优势与特色。 

（1）英美文学研究 

本方向现有一批国内知名的年富力强的教授和博士，他们在西方

文论，英美小说、英美诗歌等领域组成了合理的梯队。近六年共承担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4 项，省级项目 15 项，出版专著 10 余部，在国内

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60 余篇，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色和优势，奠定



了本方向在华南地区英美文学研究领域的主力地位。 

本方向的研究结合重点作家与文学史。肖明翰获得 2 项国家社科

课题，出版了《威廉•福克纳研究》、《英国文学之父—杰弗里•乔叟》

等专著及系列论文，并获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

奖，在美国南方文艺复兴、福克纳、中世纪英国文学和乔叟等研究领

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蒋洪新获得 2项国家社科课题，其成果《走向

四个四重奏—T•S 艾略特》、《英诗新方向》是我国研究艾略特和庞

德的重要著作，获得国内外同行的好评和省社科优秀成果奖。赵炎秋

的国家社科课题成果《狄更斯长篇小说研究》及系列论文是国内狄更

斯研究的力作。邓颖玲、程倩、姚佩芝、郑燕虹、曹波等对康拉德、

拜厄特、斯坦贝克、贝克特等代表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以及对女性

文学和黑人文学的研究也取得显著成果。本方向还注重外国文学教材

的建设，如蒋洪新主编的《英美诗歌选读》和《英美文学阅读与鉴赏》、

蒋坚松的《英美散文选读》等，均为省级课题成果，并被部分院校列

为研究生和本科生阅读书目或教材。 

本方向强调理论研究与文本研究相结合，既有文本的细读，又有

理论的探索提升。主要有赵炎秋的专著《形象诗学》、《文学形象新

论》、《西方文论与文学研究》。另有程倩对叙事理论、邓颖玲对小

说空间艺术的研究。他们还追踪国内外学术的最新发展，如龙娟出版

了学术专著《环境文学研究》，2006 年又获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美

国环境文学中的环境正义主题研究”。  

（2）中外文学及文化比较研究 

本方向依托“211 工程”重点建设子项目“湖湘文化与西方文化

交互影响研究及其对外传播”和“湖南省中外文化传播研究基地”，

在比较文学及中外文化比较方面形成了结构合理的团队，相关成果通

过了 2006 年国家“十五”“211 工程”的验收。近六年共承担国家

社科基金课题 3项，省级项目 20 项，出版专著 10 余部，在国内外核



心期刊发表论文 50余篇。 

本方向注重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的比较研究。蒋洪新主持并完成

国家社科项目“庞德研究”及省课题“中英诗歌比较与翻译研究”等，

有 10余篇关于中英诗歌与诗论比较的论文在《外国文学评论》、《外

国文学》等核心杂志发表。留美博士刘文曾在美国依阿华州立大学比

较文学系执教，现从事以西方批评理论解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研

究，如关于《莎菲女士的日记》与《呼啸山庄》的比较等论文发表在

核心刊物。肖明翰的专著《大家族的没落——福克纳和巴金比较研究》

获得省政府优秀社科成果三等奖。谭桂林主持国家社科课题“20 世

纪中国诗学与西方诗学的关系研究”、省课题“现代中外文学比较史

课程结构改革实验研究”等，并有系列成果。郑燕虹有关美国诗人肯

尼斯•雷克斯罗斯与中国文化关系的系列论文发表在《外国文学研究》

等核心刊物。王攸欣主持省课题“中国现代文学文论大家对中西文化

传统的选择、接受和转化研究”，出版了专著。李清良对中国阐释学

与西方阐释学的比较研究，见他的博士论文《中国文论思辨思维研究》

和专著《中国阐释学》。 

本方向还着重西方文化与湖湘区域文化的比较研究。蒋洪新领衔

的团队探讨近现代湖湘文化的对外传播及其与西方文化交互影响，成

果包括：西方文化对近现代湖湘文化的影响，近现代湖湘文化在国际

上的影响，全球视野中的近现代湖湘文化，湖湘文化的精髓等。现已

出版系列学术著作 8 部，如蒋洪新的《大江东去与湘水余波——湖湘

文化与西方文化比较断想》、白解红的《湖湘语言学者与西方语言学》、

蒋坚松的《近现代湖湘名人与世界》等。 

（3）英语语言学及英语教学研究 

本方向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从结构、功能、认知、英汉语言类

型、文化等角度进行了多层面的英语语言研究，在语义语用、英汉对

比、英语教学研究三个方面形成了自身的优势与特色。近六年主持国



家级课题 2 项、省级课题 20 余项，出版专著、编著 30 余部，在国内

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60 余篇；受到刊于 Language、Studies in 

Language、《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等杂志上评介文章的高

度评价。 

语义语用研究方面，白解红以认知语言学等理论为指导，对英语

词汇与意义进行了系统研究，在外语类核心刊物上发表了 10 余 篇论

文，完成省课题“二十世纪英语新词语研究”，目前正主持国家社科

课题“二十世纪中期以来英汉新词语的对比研究”。廖光蓉就宗教神

话等社会文化因素对词汇语义演变的作用进行了细致探究，出版专著

《英语词汇与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与英语语言文化》，目前正主

持“词概念框架研究”项目。白解红的语用研究以英语性别语言、性

别文化和语言歧视现象为切入点,寻求社会语言学和语用学的结合

点，其专著《性别语言文化与语用研究》是国内目前深入研究性别语

言文化与语用的第一部专著。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将其列入研究生必

读或参考书目。唐燕玲发表了有关语用学的论文 10 余篇，完成了省

课题“语用与社会文化研究”，目前主持省课题“新词新语的认知语

用研究”。石毓智在斯坦福大学获语言学博士学位，广泛涉猎语义与

语法的关系、现实规则与语言规则的关系等前沿论题，侧重认知心理

视角，出版专著 5部，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等发表论文 10 余篇。 

作为语言学研究的深化和语言教学的基础，英汉对比研究不可或

缺。廖光蓉、秦裕祥等基于国家社科课题的专著《英汉语言对比研究》，

对英汉语音、词汇、语法、修辞、语篇做了具体的对比研究，受到专

家赞誉。廖光蓉的英汉文化词语对比研究初成系列，完成了省课题“英

汉文化动植物词语的认知语用对比研究”。邓云华注重英汉句法对比

研究，在外语类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 5 篇，出版专著 2 部，又于 2007

年获国家社科课题“基于构式语法理论的英汉句式认知研究”。刘学

明、刘金玲等的英汉惯用法、修辞对比研究出版著作 3部。石毓智出



版了国内第一部运用类型学理论研究汉语的著作《汉语研究的类型学

视野》，为弄清英汉语言的共性与个性及对整个人类语言的深层探究

奠定了理论基础。他还探索英汉语在概念化方式上的系统差别及其对

语法结构的影响，以解释二者差别的深层机制，出版专著 2 部，发表

论文 10 余篇。 

本方向认真开展应用语言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颇丰。以英

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任务型教学等理论为指导，推动了计算机辅助

教学、教材编写等工作。马寅初完成了“‘课程与教学论’的学科整

合建设”课题的研究，曾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白解红主持省

级课题“英语视听说课多媒体网络教学研究”，开发出了先进的英语

视听说课程多媒体网络教学资源与操作系统，2006 年获省级教学成

果一等奖。2006 年，由她领衔的“英语视听说”课程被评为国家精

品课程，实现了全国共享。吴丁娥等主持了近十项教改课题，根据中

国英语教学的实际，在应用语言学理论指导下，出版了覆盖英语专业

主干课程的教材，共三大系列 18 部，其中刘学明等主编的英语阅读

系列教材被评为“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其“英语阅读课教材、

教学方法和测试改革”曾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4）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本方向学术底蕴深厚，国内译界知名学者刘重德、赵甄陶等言传

身教，培养了团结兴旺的后继群体。近六年主持国家级课题 3 项、省

级课题 15 余项，出版著作 10 部，译著 19 部，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

表论文 60 余篇；形成了以译学基础理论、译学体系建构和典籍翻译

为重点的优势和特色，为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本方向对译学基础理论进行扎实的研究。黄振定的获奖专著《翻

译学：艺术论与科学论的统一》及发表于国家核心刊物的近 10 篇论

文，被专家评为“独特地从哲学高度解答了翻译界的长期争论”，成

为译界有影响的一派。他又以国家社科课题“翻译学的语言哲学基础”



和同名专著及系列论文，借鉴西方语言哲学，致力于译学基本问题的

纵深探讨。他的国家社科课题“翻译学体系构建研究”，又触及译学

本身的研究。顿官刚等发表了多篇有关英汉互译与比较理论的论文。  

他们的研究还从历史文化和全球化角度，运用语言学及相关学科

理论，具体涉及翻译的原则、标准、评价、方法、技巧等多方面多层

次的探讨。蒋坚松的《英汉对比与汉译英研究》及其他学者发表在国

内核心刊物上的论文 30 多篇，不少为人大复印资料复印。蔡平的论

文《翻译方法应以归化为主》发表于《中国翻译》。彭长江的《英汉

－汉英翻译教程》深受欢迎。他们还承担了“西方哲学在中国的翻译、

传播与接受”、“中国经典英译及其文化传播”、“中国莎士比亚翻

译与研究”等多项国家级、省级课题。这些成果显示着“全国少数几

个译论研究最兴盛的地区之一”的独特风采。译学的兴盛得益于并促

进了翻译实践的发展，本方向在典籍与名著翻译方面成果显著，近六

年共有译著 19 部，如《汉英对照大中华文库》、《菜根谭》、《名

利场》、《飘》等。其中不少获奖，如中国图书奖、省社科优秀成果

奖等，并获得专家和读者大众好评。 

3．本学科点的国家需求分析和发展前景 

首先，本学科成为国家重点学科，是国家中西部开发战略的需要。

整个中西部地区至今还没有一个国家重点建设的英语语言文学学科。

国家早已转向重点扶持中西部大开发，教育及学科的发展也需要完善

重点建设的布局，加强中西部英语语言文学学科的建设。本学科成为

国家重点学科，将为中西部社会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社会服务和大量

高层次的研究型、应用型外语人才，如师资、国际经济文化交流所必

需的口笔译人才，推进中西部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和崛起。 

其次，本学科成为国家重点学科，将在科学研究、师资队伍、人

才培养等方面为其他高校的外语学科的发展和人才培养提供重要的

学术和教学支撑，并起到示范效应和带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