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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词体来勾勒宋代词史。
作者以创作者和接受者的互动关系作为词史发展的终极动力，依次论证了宋初体、柳永体、晏欧体、
张先体、东坡体、小晏体、山谷体、方回体、少游体、美成体、易安体、稼轩体、白石体、梦窗体等
十四种词体在宋词体演变史中的不同特质、地位和影响。
全书视角新颖，规模宏阔，具有独到的学术思路。
　　　　本书是第一部通过宋代最具有代表性的词体之间的演变历程来勾勒宋词史的著作。
书中对宋词中具有重要意义的14个词体给予了流变式的探索，并上溯到唐、五代，简要勾勒了词体的
发生过程，针对不同词体提出了不同的词体史定位。
全书贯彻始终的是词体演变的“应”与“非应”问题，实际上是视词的接受者为促进词体演变的终极
动力，从接受者的角度研究词体演变，认为词体是在早期应制、应歌中诞生，在应社的氛围中变革，
向东坡体代表的“非应”体式演变，在东坡体之后，真正成为士大夫阶层的文学载体，至南宋走进了
职业词人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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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木斋，本名王洪，现任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词学研
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苏轼学会理事，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曾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研究员。
学术专著有《走出古典——唐宋词体与宋诗的演进》、《中国古代诗人的仕隐情结》、《苏东坡研究
》、《宋诗流变》、《唐宋词流变》等，并在《文学遗产》、《学术月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八十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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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章　论晏欧体　　第一节　概说　　晏欧词者，晏殊、欧阳修之词的并称。
晏、欧为何并称，并称的过程及其原因是什么？
晏、欧之间的词风是否完全一致，是否可以称为晏欧体？
两者之间有何共同的特质，又有何不同的特质？
两者共同组成的晏欧体在唐宋词史上，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影响？
这些应该是本章需要探索的主要问题。
　　陈廷焯曾将唐宋词各家分体别派，例举十三体：“冯正中为一体，唐五代诸词人以暨北宋晏、欧
、小山等附之。
”①晏、欧与小山并行，附于正中体之后，则晏、欧之词似乎还不能构成词体。
清人张德瀛的《词征》涉及了多种词体，其中有《稼轩词用欧词格》：“辛稼轩‘去年燕子来’词，
仿欧阳永叔‘去年元夜时’词格。
蒋竹山‘招落梅魂’，仿辛稼轩用《骚经》些字体也。
”②按：此处虽用“格”字，盖与“体”字无异，为回避下文“些字体”之“体”。
欧词可以成为体，而晏、欧并称，则晏欧体大致也就可以成立了。
　　晏、欧何以并称？
欧阳修在政治方面，常与尹洙、余靖、蔡襄等人并称，欧阳修的再传弟子秦观说：“庆历中，仁祖锐
于求治，始用韩琦、富弼、范仲淹，以为执政从官，又擢尹洙、欧阳修、余靖、蔡襄之徒，列于台阁
。
”③这就是所谓的“朋党”。
在诗歌变革方面，欧阳修多与梅尧臣并称而为“梅欧”，他们之间的关系都不错，而且都是平辈人，
因此，这些并称好理解。
唯独在词体方面，晏、欧并称，颇有值得研究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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