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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陈独秀认准“古文”该死、“白话”当活，把古文十八家列为“十八妖魔”。
陈平原在北大开设研究生选修课“明清散文十八家”，也算是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打扫战场”，呈现
当初情急之余，被当作脏水泼掉的“明清之文”的另一侧面。
希望借助十八家文章，呈现三百年间（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中国散文发展的大致脉络，并引发
大家对这一古老文体的兴趣。

    本书即脱胎于课堂讲录，只不过由十八家缩减为李贽、陈继儒、袁宏道、张岱、黄宗羲、顾炎武、
全祖望、姚鼐、汪中九家。
以这些文人、学者的为人与为文为研究个案，分析其创作特色与风格路数，不惟强调“知人论世”，
抑且企求“尚友古人”。
本课程强调读书时的个人体会、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夹叙夹议中的文本分析等；置身“讲坛”丛书，
依然保留了原先的闲文与穿插。

    由于采纳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互支援的范式，既凸显了这九位散文家的人生轨迹与文学世界，又
会通勾勒出文学史脉络与风貌，同时对文学生产、社会背景、市民生活这些影响、制约文学发展的因
素也有精到的描述或阐释。

    在作者看来，自周作人、林语堂始，直到当下仍为一般人推崇的晚明小品，乃典型的“文人之文”
，独抒性灵，轻巧而倩丽；而不太被看好的清代文章，则大都属于“学者之文”，注重典制，朴实但
大气。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

作者简介

陈平原，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
1987年6月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
先后任北大中文系讲师（1987年起）、副教授（1990年起）、教授（1992年起）。
现为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召集人、中国俗文学学会
会长。
曾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英国伦敦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
学、台湾大学从事研究或教学。
近年关注的课题包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现代中国学术、图像研究等。
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获全国高
校一、二、三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1995，1998，2002）、第四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集
体，1999）、第五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集体，2001）、首届全国比较文学优秀著作一等奖（1990）
、首届王瑶学术奖优秀论文一等奖（2002）等。
先后出版《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B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
、《千古文人侠客梦》、《小说史：理论与实践》、《陈平原小说史论集》、《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
》、《老北大的故事》、《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中国大学十
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等著作三十余种。
另外，出于学术民间化的追求，1991－2000年与友人合作主编人文集刊《学人》，2001年起主编学术
集刊《现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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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开场白 第一讲 别出手眼与放胆为文         ——李贽的为人与为文     才高气豪与祸逐名起   不能学与不愿
学   童心与道学⋯   识·才·胆第二讲 文人的生计与幽韵         ——陈继儒的为人与为文    异端与异人   
著述与牛计   热肠与幽韵   清言与文章第三讲 阐扬幽韵与表彰声色         ——袁宏道的为人与为文 第四
讲 都市诗人的奇情壮采         ——张岱的为人为文 第五讲 史家之文的阔大与人情         ——黄宗羲的为人
与为文 第六讲 能文而不为文人         ——顾炎武的为人与为文 第七讲 超越“江南之文”         ——全祖
望的为人与为文 第八讲 文派、文选与讲学         ——姚鼐的为人与为文 第九讲 志在述学与文艺其末        
——汪中的为人与为文 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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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李贽（1527－1602）和陈继儒（1558－1639）相差三十年，是紧相衔接的两代人。
这两人，在当时以及后世，都被作为晚明小品的代表。
一个李贽，一个陈继儒，恰好代表了晚明小品的两个极端。
所以，放在一起来讨论，特别合适。
　　从晚明开始，如果谈小品，经常会李、陈对举。
一定要说其间的分别，我愿意说，一个是讲禅悦的斗士——李贽的反道学，有王学左派的背景，也有
从佛学里发展出来的表达方式；一个是言悠闲的山人。
都是对时下平庸的反叛，可二人的生活处境和发展路向大不一样。
恰好两人都喜欢讲“异”，而且都有有关“异人”的议论，那就从这里说起。
　　异端与异人表面看，所谓“异人”，不外异于常人。
可李蛰的标举“异人”，是相对于传统的“中行’有言的。
也就是说，他把“异人’懈读为不理会社会常规的英雄、豪杰、狂者、妖人等。
所以，思想史或文学史家一般都会从“异端”这个角度来谈论李蛰。
在李贽看来，那种依违，那种乡愿，是最不可取的。
所以，他的发言立意，都是用一种极端的姿态来对抗主流社会。
当然，这与李贽读书时别具手眼，能在常人认定毋庸置疑处发问，大有关系。
　　在《焚书》里，有一篇《读书乐引》，说的是天幸生我手眼，使我读书的时候，能见到别人见木
到的东西。
古往今来，读书论世，有人能见到皮面，有人能见到体联，有人能见到血脉，有人能见到筋骨，而我
呢？
能洞见五脏，深入骨髓。
所以，他看到的东西，别人一般看不到。
这就涉及上节课提到的《焚书·杂述》中专论“识力”的那一则。
那篇文章里，再三提到他过人的“胆力”，确实是有自知之明。
有他那种眼光的，天下不止一人；但有深造的目光而且用激烈的口吻把它表达出来，这才是李贽的特
点。
所以，仅仅说他能洞察五脏六腑，还不够；必须说，用淋漓尽致的语调，把这种“明察秋毫”准确无
误地表现出来，不惜得罪天下人，甚至有点儿故意向天下人的常识挑战的味道，这才是我们赞叹不已
的李卓吾。
正因如此，我们说他是“异端”。
　　而陈继儒的“标新立异”，则是另外一个路子。
他也说“异”，但他的“屏”只是异于常人。
在他那本最负盛名的小品集《岩栖幽事》里，有一段自述，说他喜欢读异书，焚异香，且终生布衣，
故客日：“此亦天壤一异人。
”其实，晚明文人中，读异书，焚异香，此乃常态，没什么了不起的。
之所以敢称“天壤一异人”，主要在于终生布衣、傲视王侯这一点。
换句话说，陈继儒在晚明最大的特色，在于以一布衣而得天下大名。
　　他也不是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只是在两次赴考失败后，当机立断，急流勇退，过起隐居生活来
。
其实，考两次没考上的多得很，没什么好害羞的，尽可屡败屡战。
在明代社会里，读书人的正途，当然是科考。
两次三次考不上，还可以考下去，一直考到老。
就像前面讨论的归有光，虽然科场上不太顺利，最后也还是在59岁那年中了进土，好歹也当过一任县
令。
李贽虽然反叛，早年也曾科举得志，当过好几年京官，还出任过云南姚安知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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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陈继儒那样，聪颖过人，读书有得，而又不愿去谋取一官半职的，确实很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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