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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明清散文各流派的主要创作风格、审美取向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
响，探讨了多流派兴起、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总结了各流派演变的特点，并对流派研究的当代意
义做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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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宋元散文发展倾向论第一节 南宋散文发展的主要倾向一、汉初、汉末文风的复兴二、欧
、苏文风的蔓延三、道学家文论观的集成四、事功派散文文学思潮的高涨五、对唐宋散文艺术传统的
确认第二节 元代散文发展倾向论一、振唐风，以惩金、宋文风之弊二、衍宋脉，仍以欧、苏为宗三、
求新奇，而取法先秦、两汉第二章 台阁派论第一节 台阁和台阁文化一、馆阁的职能和地位二、馆阁
文化精神论三、馆阁之臣的文化心态第二节 台阁体和台阁派一、台阁体的形成二、台阁体的艺术精神
和审美特征三、台阁全的演变及其末流之弊第三节 杨士奇的文论观和散文艺术一、杨士奇的文论观及
其审美趣味二、杨士奇的散文艺术第三章 秦汉派论第一节 秦汉派及其散文革新追求的人文精神一、
对秦汉派的界定二、对“前七子反对台阁体”一说的辨析三、论后七子与唐宋派的关系四、秦汉派散
文革新追求的人文精神第二节 康海散文复古论刍议一、康海散文复古论的要义和突出特点二、康海散
文复古论的理论意义三、康海散文复古论影响有限的深层原因第三节 王世贞散文复古论刍议一、王世
贞前期散文复古论的要义及其特点二、王世贞后期散文复古论的要义及其特点三、王世贞前后文论观
念转变的意义第四章 独立派论第五章 唐宋派论第六章 公安派论第七章 桐城派论总论主要参考节目后
记《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总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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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和姚燧一样具有文风改革意识且取径相同的，有元明善。
张养浩称其为“踵牧庵而奋者”⑦。
马祖常则谓其“诸经皆有师法，尤深于《春秋》。
弱冠游吴中，奋宋、金季世之习也，已名能古文”。
“出人秦汉之间，本之于六经以涵泳膏泽，参之于诸子百家以骋其辩，刻而不见其迹，新而必自己出
⋯⋯倡古学于当世，为一代之文宗者，柳城姚燧暨公而已。
”③明善也曾以出入秦汉自诩，其实不过是取法于韩愈的“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④，骨子里仍是
学韩，故其文语多排再，雄放壮丽，时作诙诡以出奇气，亦有为祛流荡而为矫激者。
当时，吴澄即言明着“其文脱去时流畦径，而能进古作者之道。
正矣而非易，奇矣而非艰，明而非浅，深而非晦，不狂亦不萎，不俚亦不靡也。
登昌黎韩子之堂者，不于斯人而有望欤”⑤。
    受姚燧、元明善的影响，学韩而时为名臣者，还有张养浩。
孛术鲁狮《云庄类稿序》云：“本朝牧庵姚文公以古文雄天下。
天下英才振奋而宗之，如云庄张公，其魁杰也。
其文渊奥昭朗。
豪宕妥帖，辞必己出，凛有生气。
”王世稹得养浩《王友开墓志》，叹其“奇诡”，纪昀谓其《陈时政》诸书，“风采凛然”⑥。
论者以为养浩学韩以矫金、宋之弊与姚同，而学韩偏以怪奇为豪  宕、语艰涩而不妥帖，亦与姚同。
    承姚、元一派而学韩，渐得其真者，是元氏弟子马祖常。
元代始行科举法，祖常会试第一。
他才富笔健，加上借鉴前辈学韩经验，故其文真能兼得韩之豪宕、妥帖，跌宕昭彰，气盛言宜。
胜过姚、张多多。
宋濂说“祖常工于文章，宏赡而精核，务去陈言，专以先秦、两汉为法，而自成一家一言”①。
所谓“专以先秦、两汉为法”，并未挑明祖常因学韩而出入秦汉的实质，苏天爵称其“接武隋唐，上
追汉魏”②，似乎更切合实际。
    姚燧、元明善、马祖常都是身经数朝，久为馆阁名臣，其文风在天下自有示范作用。
当时姚、元即有“文宗”之称，祖常之文也是“后生争效慕之，文章为之一变”③。
除了文风上的表率作用、导向作用外，姚燧等人对元代散文发展所作的贡献，更重要的是他们强烈的
散文革新意识。
他们不愿元文沾染金末、宋季文风之弊，锐意创造一种刚健、明朗的文风以戒其滑易、平弱。
他们学韩，不但留意于韩文的豪宕、妥帖，还学得韩愈出入先秦、两汉，以复古行改革之实的做法。
这些对元代文士在散文创作中另辟蹊径，也有启发作用。
    这样，从金末元初的元好问到延楁占年间的马祖常，元代散文发展有一明显趋向，即通过学韩以振
唐风。
目的则有二：一是阻遏金末、宋季滑易、平弱文风在新朝代的蔓延，二是将元文发展引向雄放、刚健
一路。
方法是复古，但学韩，不拘于韩，而能出入先秦、两汉。
这一趋向的最大特点，是对雄奇、劲健文风的追求，对散文义理的规范倒在其次，而对文体的改革几
乎没有涉及。
    二、衍宋脉，仍以欧、苏为宗    所谓衍宋脉，指对北宋散文艺术传统的继承。
这一散文发展倾向，是在元代作家对宋季文风之弊成因冷静分析和重新认识北宋(特别是欧、苏)文风
特点的基础上形成的。
    宋濂说宋季文风之弊，列举数端言之。
云：    辞章至于宋季，其敝甚久。
公卿大夫视应用为急，俳谐以为体，偶俪以为奇，砚然自负其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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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上之，则穿凿经义，巢括声律，孳孳为哗世取宠之具。
又稍上之，剽掠前修语录，佐以方言，  累十百而弗休，且曰我将以明道，奚文之为?又稍上之，骋宏
博则粗精杂糅，而略绳墨；慕古奥则删去语助之辞，  而不可以句，顾欲矫弊而其弊尤滋。
(《剡源集序》)宋濂说宋季文风弊端，并未说到弊端产生的根本原因。
有见识的元代作家在考虑元代文风取向时，是不能不对宋季文风之弊的成因作一番反思的。
由于元代散文家多数都接受程朱理学，他们思考较多的应是学欧、学苏和宋季文风之弊的关系。
反思的结果，是一部分人认为欧、苏散文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其文风可学、可传；宋季文
风冗絮平弱，是学者未得欧、苏之真，学走了样，因而他们仍要通过学欧、学苏消除宋季之弊，开创
元文新风。
当时有这种认识的人不少，既有自宋人元者，又有在元代成长起来的文士，所以在元代散文发展史上
，继承北宋散文艺术传统，仍以欧、苏为宗的倾向存在时间较长，影响范围较广。
    促成这一倾向、自宋人元的重要作家，有戴表元、程钜夫和吴澄、赵孟颊等人。
    戴表元于宋度宗咸淳年间中乙科，赐进士及第，在元以荐除信州教授，调婺州，称病辞职而归。
为学崇尚朱熹。
论诗主张革四灵派、江湖派及江西派流行之弊，论文主张文道合一。
尝谓“后宋百五十余年，理学兴而文艺绝。
永嘉之学，志非小動也，挈之而不至，其失也萎。
江西诸贤，力肆于辞，断章近语，杂然陈列，体益新而变日多。
故言浩漫者荡而倨，极援证者广而颧，俳偕之词，获绝于近世，而一切直致，弃坏绳墨，而棼烂不可
举”①。
为文则“闵宋季文章气萎东而辞骫骳，散弊已甚，慨然以振起斯文为己任”②。
“其文清深、雅洁，化朽腐为神奇，间事摹画而隅角不露，尤自秘重，不妄许与”①。
观其题跋、赠序、杂记，各含意趣，并不拘于理学，而议论通达，庄谐并作，信笔挥洒，行止自如。
宋濂称其文“新而不刻，清而不露，如晴峦出云，姿态横逸，而连翩不断；如通川萦纡，十步九折，
而无直泻、怒奔之失”④。
宋濂的形容，描画出了戴文清新自然、萦纡曲折、姿态横逸而又纵放、洒脱的特点，其原自出于苏轼
而兼得欧文之纡徐。
显然，他的学苏、学欧，井无宋季文风之弊，故宋濂视其为宋末元初之“障其狂澜”者。
        和戴表元不同，程钜夫人元，政治地位很高，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
曾奉诏求贤于江南，网罗南宋故地儒林、文官名士。
其以文章见重于元室，连仕四朝四十余年，得封楚国公。
程钜夫重事功，讲实用，厌恶宋季“数十年来士大夫以标致自高，以文雅相尚，无意乎事功之实”⑤
，故论文看重其“实”。
同时也不轻视文字表达技巧，认为一技一能“亦必疲精力、涉岁月乃能精”，于作文之道“未可以一
技一能小之”①。
提出继承古文传统，不过“学足绍先王之道，言足垂将来之法而已，岂必模三坟、拟《大诰》而后为
古乎”，并通过称赞李仲渊古文的“精凿、沉郁，不假议论而理自见，不托迂怪而格自奇，其本则六
经，其辞则杂出西汉而下”②，标举其理想文风。
他反对“模三坟，拟《大诰》”，不单是一般地反对拟古，还有反对用语佶屈聱牙，提倡语言平顺、
明朗的意思，故下文言“其辞则杂出西汉而下”。
而说“不托迂怪而格自高”，也表现出他对平正风格的向往。
至于讲“不假议论而理自见”(同篇还说到“议论胜而文气卑”)，既反映出他对宋季以议论为文风气
的不满，也显出他对说理艺术的重视。
纪昀言其“文章亦舂容大雅，有北宋馆阁余风”，谓其七古“不减元祐诸人”③，是看出了他诗文皆
学欧、学苏的特点的。
大抵钜夫学欧、学苏，既取其关注国事、不为空言之精神，又学其为文之从容、自然；即使急言竭论
，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即使任意挥洒，亦自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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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欧文之风神、苏文之文理自然，尤有心得，故其文风能祛宋季之腐滥、奇险。
时人谓“钜夫以平易正大之学振文风，作士气，元代古文之盛，实自钜夫创之”④，准确地说，应该
是在元代散文发展中，学欧、学苏，首创平易、自然、雅正、舂容之体，始自钜夫。
    程钜夫求贤江南，所得人才中最富盛名的是吴澄、赵盂颊。
吴澄本是钜夫的同学，学问、文章都很出色。
其学本于朱、陆，而以陆为主。
他是元代前期两大理学家之一，时称“北有许衡，南有吴澄”①。
其学主于著述以立教，故其能文，得为翰林学士。
他认为文“以纯备”，离不开作者的学、识、才、气。
所谓“非学、非识，不足以厚其本也；非才、非气，不足以利其用也。
四者有一之不备，文其能以纯备乎?或失则易，或失则艰，或失则浅，或失则晦，或失则狂，或失则萎
，或失则俚，或失则靡”②。
受心学影响，其论诗、论文都注重作家的独创性。
主张对前代诗文，“学者各有所从人，其终必有所大悟”③，“不必其似而唯其可”④。
论文主自然、平易，反对艰涩、怪僻。
尝谓“理到气昌，意精辞达，如星灿云烂，如风行水流，文之上也。
初不待倔强其言，蹇涩其句，怪僻其字，隐晦其意，而后工且奇”。
而喜为文“温然、粹然，得典雅之体”⑤。
故其为文，取欧、苏而用之，所作“词华典雅，往往斐然可观”⑥，有文质彬彬之美。
赵孟颊为宋王室之后，书、画、诗、文皆精，风流文采冠绝当时。
元仁宗与臣下论文学之士，以孟颊比唐之李白、宋之苏轼。
曾继程钜夫为翰林学士承旨，封魏国公。
为文学欧、苏而得欧者多，故其文说理、叙事纡徐委备，辞尚体要，言意相称，用语尚平忌繁。
戴表元说孟颊在南方“稍长大，四方万里重购其文，车马所至，填门倾郭，得片纸只字，人人心惬意
满而去”①。
见得孟颊文风入朝前已经形成，也说明他的文风深受南方人士的欢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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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我是从2000年开始写这本小书的。
近四年来，除了完成各种教学任务，做好应该做或不得不做的事情以外，我的心思和时间都用到了这
本小书的写作上。
虽然费时甚多，但我并不懊悔。
    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撰写古文赏析文章算起，我学习古代散文已有些年头了。
先是钻研唐宋散文，用五年半时间写了一本《唐宋八大家文章精华》，得了个金钥匙奖。
因为有些心得，于是一鼓作气写出了三十多万字论述唐宋散文艺术的稿子。
可是越往下写，越觉得底气不足。
冷静思考，决定溯源而上，从头做起。
这样又用十来年时间研习先唐散文，除教好这一时段的文学史课程外，还弄出了多种散文选本，并在
台北三民书局出版了校注译兼具的《新译淮南子》(上、下)。
1998年，《先唐散文艺术论》(上、下)完稿，翌年元月出版。
本来此时应该继续写《唐宋散文艺术论》，恰好此时教研室同仁邀我做文学流派研究，而我早有从流
派角度研究古代散文的想法，于是索性把唐宋散文研究再冷一冷，用几年时间来做明清散文流派研究
。
    为什么选明清散文做流派研究？
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在散文史上，明清散文流派迭出的现象最为突出。
就我而言，还有个特殊原因，就是明清散文流派中的公安三袁是我明代的“老乡”。
早在县城酙湖堤上高中时，我就读到中郎描写家乡小镇黄金口民风民情的诗：“乡落也陶然，篱花古
岸边。
田翁扪虱坐，溪女带竿眠。
小港芦租户，低仓米税船。
河刀与生酒，兴剧不论钱。
”(《舟行黄金口，同散木、王回饮》)每当我从学校回家，在黄金口坐小木船过河时，就用双眼在虎
渡河两岸搜寻“田翁”、“溪女”，遥想当年袁中郎舟上饮酒所见的景象。
后来读大学，在古旧书店见到《袁中郎尺牍》，我不禁眼睛一亮，竟一改我这穷学生在书店只看书不
买书的原则，狠狠心用一角钱将它买了下来(直到今天，它还站在我的书架上)。
我和袁中郎的“交往”，可谓久矣。
    后来我在武汉大学中文系教古代文学，因为袁中郎的关系，很想把明清散文深入研究一下。
虽然弄先唐散文、唐宋散文是主要功课，还是见缝插针，写了一些有关明清散文的赏析文字和学术论
文，出版了《公安三袁》、《袁中郎小品》和《明清散文集萃》三本书。
现在看来，这些活动算是为本书的写作作了初步准备。
在研究中，我体会到有这种准备和没有这种准备是不一样的，但仅有这点准备又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远远不够，所以就得花较多的时间去钻研文献，去分析问题。
这样必然会影响书稿写作的进度。
但由于掌握了第一手材料，能做到说话有根据，既不盲从旧说，也不轻易接纳新论，虽不敢说尽言人
所未能言，总有些自得之见。
这样看来，多花些时间，还是值得的。
    有一位老朋友和我谈心，说近年来写文章，胆子越来越小，立论越来越谨慎，遣词造句越来越爱推
敲，因而出手越来越慢，并说这可能是年纪越来越大的缘故。
我写这本书，也有他这种感受。
有时一个新看法的形成，往往要思索好几天。
有时甚至为了用一个词或造一个句子，也会打电话向我的老师和同学求教。
看来，我也是年纪大了，只会像水磨那样悠悠地转了。
说到自己的年纪，不由想起了我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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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名艾远，号国清)、母亲(姓张，名明秀)都是农民，我是他们的长子。
在农村，一般农民都会让长子在家务农，帮他们减轻家庭负担。
我们家很穷，可我的父母却让我由小学读到大学。
父母之恩，我是永远忘不了的。
我只能用我的笔，慢慢地写，争取写出几本好书，报效国家，报效人民，通过这表达我对父母的感激
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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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明清散文各流派的主要创作风格、审美取向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探讨了多流派兴起、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总结了各流派演变的特点，并对流派研究的当代意义做
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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