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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4年5月，笔者获得了题为“两晋历史与文学之关系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在阅读古代典籍和近代以来学术大家的论述之时，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门阀士族问题是深入把握两晋
历史与文学关系的关键所在。
从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先生到中国史学家陈寅恪先生、钱穆先生无不强调了这一点。
内藤湖南先生指出：“要言之，在六朝时期，贵族成为中心，这是中国中世纪一切事物的根本。
在它未发生变化和解体之前，就是中国的中世纪社会⋯⋯在这一贵族时代发生的各种文化现象，如经
学、文学、艺术等等，都具备了这一时代的特征。
这时期的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根本，今天的中国文化也是在这一基础之上建筑起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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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两晋士族文学研究》以两晋士族文学为中心，论述了中古士族文学的形成与嬗变轨迹，对两晋士族
文学中的重要诗人与作品展开了深度解析。
概论篇描述了两晋士族文学的研究现状、特征与发展历程等。
分论篇主要对两晋士族文学中的若干具体问题展开析论。
附论篇涉及陈寅恪士族理论述评、黄节与汉魏六朝诗歌笺注、日本六朝诗歌研究一瞥等题目。
作者能够在爬梳大量史料以及古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展开其理论研究，视野开阔，论述严谨，富有一
定的创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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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明君，1962年生，甘肃静宁人，文学博士。
现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出版有《汉末士风与建安诗风》、《三曹与中国诗史》、《汉魏文学与政治》等专著。
主要研究方向为汉魏六朝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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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东汉末年，清流士人对汉帝国彻底失望，开始从“国家意识”转向“天下意识”。
稍后的建安诗人，他们的部分诗歌就是“天下意识”的投射。
魏晋政局的演变改变了文学的走向，从建安文学到正始文学，再到两晋文学，其显著的特点是：士人
群体逐步减弱了社会责任感，日渐消失了昂扬奋发的精神风貌。
两晋士族文人所关心的是家族的利益，他们的作品成为家族意识的载体。
士族文人之所以具有身世优越感、文化自豪感莫不与他们的先人相关，所以他们可以傲视一切人，唯
独不敢傲视自家的“冢中枯骨”；他们可以忍受一切来自外界的侮辱，但不能忍受别人对自家“冢中
枯骨”的侮辱。
士族意识在文学上的表现，首先就是诗人对自己的贵族出身拥有无比的自豪感和优越感。
在陆机之前，也有流露出贵族情结的诗人。
战国时代的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
人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
王甚任之。
”（《史记·屈原列传》）不能说他的修养、能力与他高贵的家庭出身和接受的贵族教育无关。
《离骚》开篇就写：“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日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日正则兮，字余日灵均。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连屈原对自己高贵的血统也这么看重。
建安年间，曹植“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八首·平原侯植序》），其
诗风流自赏，豪健洒脱。
《名都篇》描摹他早年的享乐生活，诗云：“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
宝剑值千金，被服丽且鲜。
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
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
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
”其《与杨德祖书》等文章都流露出明显的贵公子的傲慢口气。
但屈原与楚王同宗，曹植乃魏王曹操之子，他们与王室血脉相连，这与中古士族和封建帝王之间的关
系并不能等量齐观。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两晋士族文学研究>>

后记

梁启超先生与陈寅恪先生同为清华国学院导师，他们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陈寅恪先生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中说：“任公先生高文博学，近世所罕见。
”然而涉及对“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的评价时，两位先生看法存在分歧。
陈寅恪先生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中说：“盖研究当时士大夫之言行出处者，必以详知其
家世之姻族连系及宗教信仰二事为先决条件，此为治史者之常识，无待赘论也。
近日梁启超氏于其所撰《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一文中谓‘其实渊明只是看不过当日仕途浑浊，不
屑与那些热官为伍，倒不在乎刘裕的王业隆与不隆’。
‘若说所争在什么姓司马的，未免把他看小了。
’及‘宋以后批评陶诗的人最恭维他耻事二姓，这种论调我们是最不赞成的’。
斯则任公先生取己身之思想经历，以解释古人之志尚行动，故按诸渊明所生之时代，所出之家世，所
遗传之旧教，所发明之新说，皆所难通，自不足据之以疑沈修文之实录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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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两晋士族文学研究》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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