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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1 中国语言文学 

一、学科概况 

中国语言文学即中华民族的语言和文学，指中国汉

族和备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学。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国语言文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传统。中国语言文学的成就对中华文明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

献，也是人类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语言文学的教育和研究。1981 年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硕士、

博士学位研究生教育得到了迅速发展，形成了完整的研究生

教育体系。 

二、学科内涵 

中国语言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对于传承和弘扬民族优秀

文化传统，增强各民族的文化认同，提升民族自豪感和凝聚

力，提高各族人民的文化素质和审美能力，确立中华文明的

世界地位，开展国际文化学术交流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所属各学科

方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为教学和研究的主要

内容，既植根于中国语言文学的优秀传统，也借鉴世界各国

语言文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最新成果，正确把握中国语言

文学自身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脉络，并加深对世界各民族语言

文学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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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现设置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及

应用语言学、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

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

学等学科方向。 

三、学科范围 

中国语言文学各学科方向的主要研究范围如下： 

1．汉语言文字学
  主要研究从上古到现代的汉语系统

(包括书面语与口语)与文字系统的结构特征、演变规律和现

实状况，分为现代汉语和汉语史两个方向。研究领域包括现

代汉语语音学、语法学、语义学、语用学、修辞学，以及传

统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现代汉语方向侧重于普通

话和方言的研究，与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联系紧密。汉

语史方向侧重于研究语音、词汇、语法和文字等的历史演变，

包括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的接触，与历史文献学、考古学和

古代文学联系紧密。 

2．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分为理论语言学与应用语言

学两个方向。理论语言学侧重于语言的基本理论研究，通过

对中国语言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以及跨语言的比较研究，

探索人类语言的共同规律和跨语言交际的规律。应用语言学

侧重于语言文字在各个领域的应用研究，包括语言政策与规

划、语言教学、第二语言习得、翻译理论与实践等。语言学

与社会学、逻辑学、声学、心理学、数学、脑神经科学等有

密不可分的联系，由此衍生出社会语言学、数理语言学、心

理语言学、中文信息处理和神经语言学等交叉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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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艺学
  主要研究文学的性质、特点及其发生、发

展规律，给文学创作以理论指导。文艺学研究范围主要包括

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思潮、中国古代文论、外国文论

等，也包括一些交叉学科，如文艺美学、文学社会学、文艺

民俗学、文学人类学等。 

4．中国古代文学
  以中国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的历史为

研究对象，包括历代作家作品、各种文学体裁的演变、文学

流派、文学思潮、各个时期文学的传承关系、文学与其他历

史文化现象的关系等。近代文学也是该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 

5．中国现当代文学
  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其发展的历

史为研究对象，包括现当代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流派、

文学与社会转型、文学与意识形态、文学与外来文化、文学

与大众传媒等问题。 

6．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国少数

民族语言、文学(包括口头传承和文字载述)、文献，包括与

汉语言文学及跨境民族语言文学的关系。研究内容包括少数

民族语言、文学、文献的历史与现状，探索其自身特点、发

展规律及社会功能。 

7．中国古典文献学
  是对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以及域

外汉籍进行整理、研究和利用的专门学科，包括目录学、版

本学、校勘学、典藏学、古籍整理、文献文化史以及古籍数

字化研究等内容。 

8．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以中外文学比较研究为重点，

以全球性视野和跨国别、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方法，研究

世界各国文学、区域文学和国际文学关系史，并对世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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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区域的文学与文化进行比较。该学科分为比较文学与

世界文学两个方向：比较文学主要研究比较文学学科理论、

文学的影响关系与平行比较及文学的跨学科、跨文明研究；

世界文学既研究各国国别文学，也从总体上研究世界文学思

潮、流派、文学史发展规律，其中贯穿了比较文学和总体文

学的精神。 

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民间文学、影视戏剧文学、

对外汉语教育、计算语言学等，在我国一些高校已成为独立

分支学科。 

四、培养目标  

培养专业基础扎实、知识面宽广、实践能力强、思想素

质高、具有创新性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人才。 

1．硕士学位
  专业基础知识全面、扎实，综合素质优

秀，在专业内某一领域具有深入研究的能力，具有较高的文

学审美修养、较强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具有独立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和计算机知识，具备进一

步深造的基础和从事相关工作的能力。获得本学科硕士学位

者能攻读高一级的学位，也能从事中国语言文学及相近学科

的教学科研工作和文化宣传、新闻出版、现代传媒和文化产

业等方面的相关工作，以及各级政府机关和企事业等单位的

文字和行政工作。 

2．博士学位
  全面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

充分了解本学科的前沿动态和发展趋势，并能开展独立、深

入、富有创新意义的学术研究工作，在某一学术领域取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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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成绩。获得本学科博士学位者应是具有创新思维的高级

专门人才，具备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

或相近学科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的能力，也能适应其他相关

领域的工作。 

五、相关学科 

外国语言文学、历史学、哲学、考古学、民族学、社会

学、民俗学、教育学、心理学、新闻传播学、艺术学、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等。 

六、编写成员 

江蓝生、袁行霈、丁帆、马重奇、文日焕、朱立元、张

新科、张福贵、陈大康、陈平原、陈炎、曹顺庆、黄天树、

詹福瑞、额尔敦白音、沈阳、何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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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

博士、硕士学位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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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概况和发展趋势 

“中国语言文学”即中华民族的语言和文学，指中国汉

族和各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学。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国语言文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传统。中国语言文学的成就，对中华文明的进步做出了重要

贡献，也是人类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语言文学的教育和研究。1981 年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硕士、

博士学位研究生教育得到了迅速发展，形成了完整的研究生

教育体系。 

中国语言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对于传承和弘扬民族优秀

文化传统，增强各民族的文化认同，提升民族自豪感和凝聚

力，提高各族人民的文化素质和审美能力，确立中华文明的

世界地位，开展国际文化学术交流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所属各学

科方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为教学和研究的主

要内容，既植根于中国语言文学的优秀传统，也借鉴世界各

国语言文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最新成果，正确把握中国语

言文学自身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脉络，并加深对世界各民族语

言文学的认识。 

近些年来，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注重促进本学科内部不同

领域之间、本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与融合，

向“沟通古今，融汇中外”的方向发展。在研究目的、研究

对象、研究材料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既有继承又有突破，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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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不断增强，显现出在保持学科的传统性、本土性的同时，

又越来越有时代性和世界性的趋势，不断顺应学科发展和国

家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要求。 

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现设置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及

应用语言学、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

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

学等学科方向。 

二、博士学位的基本要求 

（一）获本学科博士学位应掌握的基本知识和结构 

本学科的博士生应全面坚实地把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

专门知识以及学科发展历史和前沿动态，应充分了解和熟练

掌握本学科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熟悉相关的学科，学术

视野开阔。关注各类不同的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并将微观

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传统的研究方法与国内外前沿研究

方法相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践考察相结合，能在前人相关研

究的基础上开展独立、深入、富有创新意义的学术研究工作。

把握各国相关学科的总体发展趋势，能与外国学术界交流，

为中国语言文学的学科研究乃至整个人类文化的研究做出

贡献。 

本学科博士生应具备的语言知识和能力方面的基本要

求是：至少有一门外国语能达到熟练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的

水平；汉语言文字学专业汉语史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

中国古代文学专业要求具备熟练自如阅读古代汉语的能力；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要求具备熟练运用相应少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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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语言的能力；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要求能够运用两种

以上语言研究、处理所涉及的文化和文学问题。 

（二）、获本学科博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1．学术素养 

对中国语言文学的历史与现状有充分了解，对本学科的

基础理论有深刻理解，具有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逻

辑思维能力，能够独立进行深入、系统和富有创新意义的研

究。有高远的学术理想和学者的社会责任感。能够积极关注

中国语言文学的历史和现状，将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与当前中

国的社会文化建设相结合，促进中华文明的发展进步。同时

具有世界眼光，积极关注当今世界的语言、文化、社会动态，

以及人类的生存状态等问题，致力于推动世界文明的交流、

发展和进步。 

2．学术道德 

掌握本学科相关的知识产权、学术伦理等方面的知识，

遵守国家有关政策法规，恪守学界公认的学术道德以及本学

科专业共同遵守的科学研究、论文写作、论文署名、文献引

用、学术成果、学术批评、学术评价等诸多方面的规范。严

于自律，杜绝学术失范、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 

（三）获本学科博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学术能力 

1．获取知识能力 

具备高度自觉的学习意识及很强的学习能力，系统阅读

和掌握中国语言文学的有关文献资料，并根据研究的需要，

将视野拓展到相关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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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敏锐地把握和发现本学科的重点和疑难问题，独立思

考、慎思明辨，刻苦钻研。 

2．学术鉴别能力 

密切关注本学科领域的国内外研究状况、前沿动向，具

备较强的学术甄别意识和判断能力，能在尊重学术伦理、学

术规范和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科学地进行取舍，精要地吸

收真正能推进中国语言文学发展、推进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

建设的研究成果，从而提高学术素养，扩大研究视野，开展

前沿性、创新性的科学研究工作。 

3．科学研究能力 

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理论指导，发现和提出具有学术价

值和意义的研究问题或课题。立足于中国语言文学的事实，

根据研究的需要，融会贯通所研究方向的各分支领域，综合

利用、积极吸收其他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的相关知识、理

论和研究方法，博采众长，推陈出新。取得有价值的科研成

果，并促进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发展与交流。 

4．学术创新能力 

全面了解和把握中国语言文学的历史与现状，努力借鉴

当代最新理论和前沿研究成果，深入学科实际和社会生活实

际，从中发现既有研究价值、又有创新意义的学术问题。在

学术研究中要做到：既探究历史，也关注当下；既立足本土，

也面向世界；既有理论上的创新，也积极投入当前中国的文

化建设，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注重在国际视角和多元化文化背景中展开对中国语言

文学的研究，不断开拓新的研究思路，扩展新的研究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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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新的研究方法，在前人和当今学术界对中国语言文学的

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有所深化、有所突破，取得创新性成果。 

5．学术交流能力 

具备较强的汉语口头表达能力和书面写作能力。同时能

熟练运用至少一门外语(如第一外语为英语之外的其他语种，

鼓励选修英语为第二外语)。 

注意收集和阅读本学科的外文资料，充分利用国内外的

学术资源和学术信息，积极地了解其他民族、其他国家语言

文学的历史和发展现状，及时把握海外汉学的最新动向和研

究成果，有效地吸收其他国家民族对中国语言文学的研究成

果，拓展学术视野，在交流中增强学术研究能力。 

能面向世界各国相关领域研究者，较准确清晰地表达自

身研究成果，积极开展学术合作，推进我国文化与世界各国

文化的交流。 

6．其他能力 

熟练掌握本学科研究领域所需的其他知识和技能，特别

是计算机知识、技能及网络应用技术。如中文信息处理方向

需掌握计算机编程知识，语音学方向要求具备语音声学分析

等的实践能力。 

（四）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选题与综述的要求 

博士学位论文应是对本学科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重要问

题的专题研究。要求在广泛调查研究中国语言文学事实、阅

读古今中外相关文献资料、掌握所选论题的已有研究成果和

前沿研究动态的基础上，在导师指导下，提出学位论文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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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本研究计划。选题应体现较为宽广的学术视野，对中国

语言文学的基础研究或实际应用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现实启

示和学术价值。 

博士学位论文的综述应在充分调查和阅读相关领域重

要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规范撰写。内容应包括与本课题相关的

国内外研究成果述评，本论文所要解决的问题，论文运用的

主要理论和方法、基本思路和论文结构，以及本研究对学术

问题的解决、对中国语言文学的发展，乃至对中国文化建设

以及社会进步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等。 

2．规范性要求 

博士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做到文献资料、

研究方法、学术观点的统一，论点鲜明，思路清晰，内容完

整，结构合理，文字流畅，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准。 

在书写格式上，博士学位论文一般应依次包括下述几部

分：封面、版权声明、题目、中文摘要、英文摘要、关键词、

目录、序言、正文、结论、注释、附录、参考文献、索引、

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授权使用说明(导师和作者本人均需

签名)以及封底。 

博士学位论文应充分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严格遵守学

术界公认的学术伦理道德以及本学科共同遵守的基本学术

规范。 

3．成果创新性要求 

博士学位论文应以独立思考和自主研究为基础，应能体

现作者掌握宽广的基础理论和深入的语言、文学、文献知识，

体现作者的思维能力、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论文或能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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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本学科所属各个领域内新的资料，作出新的阐释，具有重

要的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或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在具体

问题的研究中取得重要成果，较前人有所推进、有所深化、

有所提升。论文应体现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的创新潜质和进取

品格，展现中国语言文学的蓬勃生命力和发展活力。 

三、硕士学位的基本要求 

（一）获本学科硕士学位应掌握的基本知识和结构 

本学科硕士生应具备较好的语言和文学素养，对中国历

史文化有较全面的了解；应比较系统地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

论和专业知识，对研究领域、研究对象有较为全面、深入的

把握，并对相关学科领域有一定的理解和掌握。 

本学科硕士生应具备的语言知识和能力方面的基本要

求是：具备较强的中文语言知识和表达能力，能较好地运用

一门外语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汉语言文字学专业汉语史方

向、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中国古代文学专业要求具备良好

的古代汉语阅读能力；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要求具备

良好的相应少数民族语言运用能力；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

业则要求能较好地运用所学知识正确研究和处理涉及两种

以上语言和文化的文学问题。 

（二）获本学科硕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1．学术素养 

崇尚科学精神，对中国语言文学的历史与现状有比较全

面的了解，具备良好的专业意识和较好的学术潜力，学科专

业基础知识较为扎实，较充分地掌握本学科的历史、现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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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发展。能比较准确地理解本学科经典文献，比较全面地

了解本学科重要流派及前沿动态；能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解释、

分析问题，具备独立收集、阅读相关资料并完成符合规范的

学术研究的基本素质。 

2．学术道德 

掌握本学科相关的知识产权、学术伦理等方面的知识，

恪守学术道德规范，遵守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学界公认的学

术道德以及本学科共同遵守的科学研究、论文写作、论文署

名、学术引文、学术成果、学术批评、学术评价等诸多方面

的规范。严于自律，杜绝学术失范、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 

（三）获本学科硕士学位应具备的基本学术能力 

1．获取知识能力 

具备一定的专业学习和知识获取能力，至少有一门外语

能达到阅读一般外文资料的水平。经过系统的专业基础训练，

比较全面地把握学科发展的现状，了解学术前沿动态。具备

收集、整理材料的能力，能较系统地梳理前人研究，客观总

结前人已有的贡献和未竟工作，并形成较为开阔的研究视野。 

2．科学研究能力 

在较为全面地把握中国语言文学的历史和现状的基础

上，较充分地调查和阅读相关的重要文献资料，严谨规范地

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运用恰当的研究方法，提出具有一定

学术深度和价值的见解。 

3．实践能力 

具备在所研究领域内进行调研、考察的实践能力，较好

地开展诸如汉语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言调查、民俗学考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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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整理等工作。具备敏锐的问题意识、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将这些能力运用到语文教学、文化

宣传、新闻出版和现代传媒的相关工作中。 

4．学术交流能力 

较好地运用一门外语收集和阅读本学科的外文资料，较

好地利用国内外的学术资源和学术信息，具备与国内外同行

交流的意识，并以较好的书面及口头表达能力与同行交流。 

5．其他能力 

比较熟练地掌握本学科研究领域所需的计算机知识和

网络技能，如中文信息处理方向需掌握计算机编程知识，语

音学方向要求具备语音声学分析等的实践能力。 

（四）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规范性要求 

硕士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以科学的研究方法独立

完成，选题合理、资料翔实，引用与注释符合规范，不得剽

窃或抄袭。 

硕士学位论文一般应依次包括以下几个部分：封面、版

权声明、题目、中文摘要、英文摘要、关键词、目录、序言、

正文、结论、注释、附录、参考文献、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和授权使用说明(导师和作者本人均需签名)以及封底。 

2．质量要求 

硕士学位论文总体上应做到材料翔实可靠，论点明晰，

论证有据，逻辑清楚，结构合理，语言流畅，格式规范。 

论文应比较充分地掌握原始资料与前人已有的研究成

果，提出有一定学术深度与价值的见解。展示作者对该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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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必备的基础理论知识、专业知识，体现基本的学术研究

能力。遵守学术道德，符合学术规范。 

四、编写成员 

袁行霈、江蓝生、丁帆、马重奇、文日焕、朱立元、

张新科、张福贵、陈大康、陈平原、陈炎、曹顺庆、黄天树、

詹福瑞、额尔敦白音、何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