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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傳志編著的《宋金文學的交融與演進(精)》是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南宋文學與

金代文學關系研究》（06BZW032）最終成果。學界對宋遼金文學的研究，存在各自

獨立、以宋為正統的現象。本書努力突破以南宋為正統的習慣思維，將宋遼金文

學聯系起來，重在加強南宋文學與金代文學中間薄弱環節的研究。主要內容包括

宋遼金文學關系總論、對立之初由南入北的文人及其創作、辛棄疾與南北詞壇、

金人入宋及宋人的反應、外交活動的文學考察、楊萬裡與南北詩壇、陸游與南北

詩壇、南宋文獻入金及其影響、金代其他涉宋與入宋之作。本書部分成果在《文

學評論》、《文學遺產》、《民族文學研究》、《北京大學學報》等刊物上發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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