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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8年秋天起，作者在复旦大学用了一个学期，给中文系的研究生开一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研究专题
的课。
本书就是这门课的讲义汇编。
通过阅读近代以来的这些重要的学术著作，可以帮助同学比较快地接触到这个领域的研究状况、它的
历史以及与这种历史形成有关的思想文化背景、它曾经关注过的问题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而采用的方
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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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戴燕，北京大学本科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主要著作有《文学史的权力》（2002）、《玄意幽远——魏晋思想文化与人生》（2008），译作有《
异域之眼——兴膳宏中国古典论集》（200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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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引言在我们目前的文学史学科里面，按照时代划分，“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自成一段。
这种利用政治上的王朝更迭，来作为文学史单元的切割标准的所谓断代方法，在倡导文学独立，相信
文学具有普遍性质，应当能够超越任何国族与政治界限的现代人的眼里，究竟是不是合理，先不去管
它。
在历来的实际研究当中，由于公认能够代表曹魏时代文学成就的一些重要作家，大多仅只活到汉献帝
的建安之年，讲这一段的文学史，因而通常总要习惯性地上溯到东汉末期，也就是曹丕尚未登基建立
魏国之前，这一点，先也不去说它。
还有，苏轼表彰韩愈，有“文起八代之衰”的话，把韩愈生活的唐代中期，看成一个文学的分水岭，
按照苏轼的意思，就是说，至少也要延长到初唐时期，才能够比较清楚地看见这一阶段文学史的完整
脉络，就是这一条，也要先把它放下。
暂时放下这些疑问，并不是说，牵涉到文学史断代，以及与之有关的文学史性质的判断、源流的探查
、成就的评价，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已经统统被解决掉了，而是说，“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在我们
熟悉的学科环境里面，既是权宜的，也是约定俗成的一个专业科目、一个研究领域。
总之，是一种通行的称呼，替代它的，大概只有“中古”、“中世”甚或“六朝”这几个名目。
这是在进入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之前，需要了解的第一点。
还有需要了解的以下第二点。
现代人研究古代文学，讲究的是科学。
所谓科学，在很多人看来，首先，就是要能够将自己与古代文学区分开来，好像法官办案，时时刻刻
跟犯罪嫌疑人保持足够的距离，避免主观介入，防止感情用事，以此来确保判决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所以，现代一些做文学史的人，特别好讲真伪、讲实事求是，作家的生卒年，要考清楚，作品是不是
经过了伪造和篡改，要弄明白，这是进入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第一步。
经由可靠的文献与考古资料，还原古代文学的历史真相，有一分证据讲一分话，是现代人的追求。
可是另一方面，通过可靠文献及考古资料还原文学史的真相，也并不就是要将古代文学的面貌，依样
画葫芦般地原封不动呈现出来。
因为古代跟我们相隔，还不仅仅是一个时间上的距离，有时候我们说，八世纪的唐诗、十二世纪的宋
词并不一定就比十五世纪的明诗、十八世纪的清词离现代的读者更远。
当我们面对古代，遥想当初，事实上很难做到无动于衷、铁面无私，毕竟那些逝去的岁月，以及与之
相伴的多姿多彩的文学，跟我们有着血缘的关系，我们是它的后裔、它的亲族，因为有它们，才有了
今天的我们。
我们与古代之间，就存在有这样的基因遗传性，这决定了我们和古代的距离，始终也只能是一种在心
理上和主观上努力保持的距离，而现代人的研究古代文学，也往往会像子孙后代追忆自己的祖先那样
，无可避免地要在叙述当中，渗透感情，表达认同。
魏晋南北朝文学在现代学术史上之被关注、被研究、被描述，多多少少就是同现代人从这一时期的文
学中间，体会到某种关联，寻找到某种寄托，密不可分的。
　　2 　“选学”的复兴与传统的终结近代以来，首开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著述风气的，公推刘师培的
《中国中古文学史》。
这部以魏、晋、宋、齐、梁、陈六朝文学为叙述主线的文学史讲义，是刘师培生前最后一年——1918
年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编写的。
刘师培早年热衷于对满清封建政府的革命，后来改变政治立场，变得保守起来，学术上却日益精进。
当他1917年到北京大学教书的时候，虽然已经有陈独秀、胡适这一批人，在《新青年》上号召“文学
改良”或“文学革命”，锋芒毕现，然而代表着古文传统的“桐城派”的文学势力，也并没有完全退
出当时的文坛及大学。
刘师培是隶属扬州府的仪征人。
时常惦念着“绍述先业、昌洋扬州学派”（尹炎武《刘师培外传》），以为自己的使命，因而他在课
堂上讲授中古文学，首先针对的就是这桐城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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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是希望重新发掘由梁昭明太子萧统提出的“事出干沉思，义归乎翰藻”（《文选序》）这样一
个文学思想，同时借由弘扬中古文学的这一传统，来作一个历史的大回转，好跟以“从质舍文”为标
榜的桐城派相抗衡。
所以，在这部讲义的第二课，他就承接过扬州的前辈学者阮元所提出“文笔之辨”的话题，专门讨论
起中古时代“文”“笔”概念的问题。
他像阮元一样，一面详加梳理和辨析中古时期有关“文”“笔”的众多资料，指出在当时的语境之中
，只有“偶语韵词”，方才可以称“文”，但凡“非偶语韵词”，都只能叫做“笔”；而另一面，他
也丝毫不掩饰自己对于崇尚“偶语韵词”的这种中古文学观念的偏好，同时坚持认为“言无藻韵，弗
得名文”，在今天依然是有效的看法。
他还批评桐城派一味尊奉韩愈古文的做法，是误把“笔”，当成了“文”，而以韩愈的古文为文章正
宗，恰恰就是“文”“笔”混淆、文学堕落的一个现象。
他有一段相当严厉的批评说：合前列各证观之，知散行之体，概与文殊。
唐、宋以降，此谊弗明，散体之作，亦入文集。
若从孔子“正名”之谊，则言无藻韵，弗得名文；以笔冒文，误孰甚焉。
又文苑列传，前史佥同。
唐、宋以降，文学陵迟，仅工散体，恒立专传。
名实弗昭，万民丧察，因并辨之。
（第二课《文学辨体》）如果我们说，刘师培的这一立场，表现出他仍然还是把自己限定在传统文章
学的范围，他对桐城派的意见，也仍然是中唐以后、宋明以来的所谓“骈散之争”的延续，那么，他
在讲义的第一课《概论》里面，开门见山所谈的：物成而丽，交错发形；分动而明，刚柔判象：在物
佥 然，文亦犹之。
惟是捈欲通情，纮埏实同；偶类齐音，中邦臻极。
何则？
准声署字，修短揆均，字必单音，所施斯适。
远国异人，书违颉、诵，翰藻弗殊，侔均斯逊。
是则音泮轾轩，象昭明两，比物丑类，泯踌从齐，切响浮声，引同协异，乃禹域所独然，殊方所未有
也。
此一则明俪文律诗为诸夏所独有；今与外域文学竞长，惟资斯体。
这样一种对有别于“远国异人”的汉语言文字，它的“字必单音”即一字一音的声形特征的认识，特
别是对充分利用汉字特点书写的俪文律诗的期待，即所谓“与外域文学竞长，惟资斯体”，实际上便
反映出，他在20世纪之初讲授中古文学，与历来文章家的骈散之争，事实上又有着根本的区别，这就
牵扯到他对民族国家之存亡，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其实有着相当深刻的关怀和思考。
在刘师培这一派“国粹”学家看来，中国当时面临的，不仅仅有“亡国”、“亡种”，也有“亡学”
，亦即传统文化迅速坠落以至于彻底消失的危机，在西方文化大潮扑面而来的冲击之下，保存与复兴
传统文化的“存学”，于是变成了跟“保种”、“爱国”同等重要的大事情。
国学亡，种族与国家随之以亡；国学存，种族与国家赖之以存。
那么，什么是国学呢？
自然是唯中国独有的传统学术文化，作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之承载媒介的汉字，就是其中的一个。
当时许多人都意识到，汉字的特殊性，就在于它和西方的文字不同，一直保留着图像的特点，是象形
的，而没有变成欧洲的那种拼音字母的形式。
用汉字写出的文学作品，因此可以同时诉诸眼睛和耳朵，能够带来视觉的与听觉的双重美感。
在刘师培看来，这样的单音节的汉字以及基于汉字特点写成的韵文律诗，理所当然地，是“禹域所独
然，殊方所未有的一种中国文化传统。
而以汉字书写的“俪文律诗”，因此，也可以说是一种既超越了具体时代、也超越了个别流派的，具
有代表性和普遍价值的中国文学，能够当得上真正“国学”的名义，代表中国，去与“外域文学”较
一短长。
从这样一个思路和推论中，就能够看到，刘师培之所以刻意标举中古文学，原来还有着超乎与桐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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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相抗衡之上的更深邃的意涵，也可以说，这是他在西潮澎湃的大背景下，刻意选择的一个立场、一
种姿态。
主张汉字的保存、表彰利用汉字的声韵和形态特点书写出来的中古文学，是由于他相信，只有这样独
一无二的文学，才具备与“外域文学竞长”的资格，才有实力让中国文学永远地立足于世界文学之林
。
而这一点，也正符合“文学史”这一近代学科本身所树立的宗旨和目标，就是利用文学史的书写，来
寻求民族国家的认同，来凝聚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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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8年秋天起，我在复旦大学用了一个学期，给中文系的研究生开一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研究专题的
课。
这门课的讲义，经过随后几个月匆匆忙忙的修订，就变成了这本小册子。
上课的宗旨，在当时，就是要跟大部分为一年级硕士的同学一起，进入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研究之门
。
入门的方式有多种多样，不止于一，不过我最终选择的，是阅读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研究经典的方式。
通过阅读近代以来的这些重要的学术著作，我想，或许可以帮助同学比较快地接触到这个领域的研究
状况、它的历史以及与这种历史形成有关的思想文化背景、它曾经关注过的问题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
而采用的方法，等等。
而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开始我们对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新的研究，至少有以下几个好处：首先不管怎
么说，在我们可以看得见的未来的研究，其实都还只是近代以来的学术史的延续。
是近代以来的学者及其研究成果，为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这一学科，奠定了现有的基础，对前人的研究
进行经常性的学习和观摩，不但是我们认识前辈、认识学术发展历史的一个过程，同时也是筹划我们
自己的研究路向的必要步骤。
第二，从学术史的变迁过程当中，也可以观察到一个现象，那就是，一个学科在研究上的推进，尽管
要凭着很多人的、很大量的研究成果的积累，但是关键的一步，却往往靠的是个别人或个别著作的“
点睛”功夫，这样的研究者或研究著作，我们会视之为典范。
在入门之初，研读典范之作，一方面当然是希望自己可以借此取境变得高一点，另一方面，也是要由
此了解打通关节，那所谓关键的步骤，究竟在哪里。
第三，所谓典范的产生，当然取决于研究的眼光和方法。
只是这学术的方法和眼光，是需要在时代风气里得到提练和磨勘的。
作为一个专业研究者，光有对本专业的热情还很不够，还要有对时代的关怀和心胸。
上过这门课的同学，大概都不会忘记，我们曾经是怎样地从刘师培、鲁迅、陈寅恪他们的专业论著中
，读到深刻在纸背后面的，那种对于大时代的热切的关怀与深厚的责任感，他们使我们知道，即使是
一门研究古典的学问，也并不能躲在冰冷的象牙塔里面完成。
课程结束，讲稿变成了现在的手册。
作为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研究的一种入门书，作为这套丛书的一部分，我想需要补充交代的，还有以下
几点：首先，由于本稿是在原课堂讲义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所以，没能严格按照这套丛书原来规定
的体例去做，主要是缺少单独的有关“方法”和“视野”的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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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研究入门》是戴燕编著，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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