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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学史：明清文学史》分为上下两编，分别介绍了明代文学和清代文学。
明、清是我国最后的两个皇权帝制时代，是我国社会由专制皇朝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前夜。
这一时期古代传统的文学样式如诗、词、古文、骈文继续发展，而内在文学精神则经历着深刻的蜕变
。
中外文明的融会与冲突，使得明清文学表现出与前代不同的气质与风貌。
它集传统文学之大成，同时孕育出新的文学。
如小说、戏曲更加贴近生活，从新时代的视野展现并诠释着人间万象，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该书既可供高校师生作为文学史的教材使用，又适合古代文学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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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罗贯中的作品中，《三国志演义》的成就最大，地位最高。
同以三国为题材的作品相比，它在以下三个方面有着显著的进步：首先，它增强了作品的历史性。
凡是可以采用的历史传说故事，如祢衡骂曹、曹植七步成诗等，它都采用了，并且尽量争取实现历史
与文学二者的和谐统一。
其次，对于作品的情节与人物，进行了认真的艺术加工。
它删除了一些芜杂的情节，使模糊的人物变得形象鲜明，矛盾的性格变得前后统一，使全书呈现崭新
的艺术风貌。
再次，它大大地扩充了作品的篇幅，文字几乎是平话本的十倍。
平话中一小段简率的文字，到了罗贯中笔下，常常就变成一大节绘声绘色、淋漓酣畅的描写。
因此，三国故事的形成既凝聚了集体的智慧，同时作家卓越的艺术才能与创造性的劳动对于它的成书
则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
《三国志演义》的成书，大致可以确定是在元末明初时期，而成书于明初的可能性稍大一些。
现存最早的版本，书前有署为“弘治甲寅仲春几望庸愚子拜书”（庸愚子，即金华蒋大器）的《序》
、署为“嘉靖壬午孟夏吉望关中修髯子书于居易草堂”（修髯子，即关西张尚德）的《引》，全书共
二十四卷、二百四十节。
弘治七年甲寅是1494年，嘉靖元年壬午是1522年，通常称此本为“嘉靖本”。
由罗贯中的写定本到嘉靖元年的刻本，时间跨度长达百年以上，其中是否经过了后人的修订难以遽断
。
在嘉靖本之后，出现了几十种明代的刻本，版本状况比较复杂。
明末有一种“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本，将原来的二百四十节合并成一百二十回。
明末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又对传世的《三国志演义》进行了一番史实考订、文字润色的工作，还
把原来的单句标题改为整齐的双句对偶的形式，并加进了自己的评论。
这个修订本比嘉靖本更为畅达紧凑，书中尊刘贬曹的倾向也更为强烈，书名仍沿用《三国志演义》，
又称《四大奇书第一种》。
它就是后世广泛流传的一百二十回的《三国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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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高等教育出版社曾委托我主编《中国文学史》，书于一九八九年出版。
二○○五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希望我们重编一套文学史作为大学教材。
参加此次编写的同仁，仍然是原来的几位学者，新编《中国文学史》共有五册，内容增添了近年发现
的新材料，吸取了新的研究成果，也表达了我们对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新的观点和评价。
这次编写文学史之初，我写了一篇绪论，针对二十世纪文学史编写中存在的问题和造成这些问题的原
因，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改正意见。
我当然希望这些看法和意见能获得编著同仁的认同。
然而我也知道，几位同仁都是多年从事中国文学史研究和教学的专家。
他们掌握的资料比我丰富；对作家、作品的研究比我深刻；再加上学术积累、治学方法的不同，要寻
求主编与编著者之间的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
各篇内容与绪论之间出现或依或违的落差，应是在所难免的。
我个人认为，这不是坏事而是一件好事。
它可以让读者听取不同意见，得到多方面的启发，引发深思，而作出合理的判断，求得真知。
参加本书编著的四位教授和我之间存在着长期合作的关系。
沈祥源教授是我多年的同事。
李中华、熊礼汇、李敬一教授先后人读武汉大学，曾经听过我的课，留校后又共事三十余年。
我们在珞珈山相逢相识，互相切磋；后来上山下乡，摸爬滚打在一起；“文革”后一次、再次编写文
学史，可说是人生幸事。
我们初见面时，都是满头青丝、意气风发的青年，现在也都成了白发萧萧、已经退休或即将退休的老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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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文学史:明清文学史》：普通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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