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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1年上半年，我和几位弟子商量，能否仿照我所编“日本宋学六人集”，组织一批青年学者的
书稿，编辑一套复旦版宋代文学研究“六人集”。
这个想法源自以下三点考虑：　　第一，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是国务院在1981年批准的首批具
有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学科点之一，2011年恰好是三十周年。
古语云“三十而立”，在这三十年中，复旦大学古代文学学科得到迅猛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博
士生，同时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博士论文，成为推动古代文学研究的一支力量。
我自1992年带博士生始，也培养了相当数量宋代文学方向的博士，从他们之中选择几部著作编成丛书
出版，算是对复旦古代文学博士点三十周年的一种纪念。
　　第二，新世纪以来，由于博士生的扩招，论文的数量迅速膨胀，但同时质量也有所下降。
学术著作的出版较之以前容易许多，大量的各类论著充斥书市，有埋没精品之虞。
过紧或者过滥，都不是健康的学术出版生态，都不能很好地为学术发展服务。
精选几部著作，形成一个“品牌”，或许能够在驳杂的学术图书市场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第三，当前的宋代文学研究十分活跃，是断代文学研究中成果比较丰硕的领域，及时从中遴选一
些青年学者的优秀论著，以丛书形式推荐给学界，能够促进学术交流与学术繁荣。
对他们个人而言，也是很好的展示平台，扩大他们的学术影响。
　　我的建议很快得到多位学友的积极响应，他们都纷纷将自己精心撰作的论著加入我的这个计划，
同时也很快得到复旦大学出版社贺圣遂社长的鼎力支持。
这件事就迅速提上了日程。
　　古代文学博士论文的选题，简单来说有三种常见模式，即个案研究、时段研究和专题研究。
个案研究围绕一个作家展开，就其生平、交游、作品内容、艺术风格进行探究；时段研究截取某个时
代，就特定时段的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人群体进行描述分析；专题研究则常常是拈出一个重要概
念，或做交叉研究，或做源流辨析，或做历史还原等等。
这三种选题模式，各有千秋，也并不对立，都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只要不走向程式化，都还大有
可为。
　　我这里着重想说的是交叉课题研究。
近年宋代文学研究出现了文学与科举、文学与地域、文学与党争、文学与传播、文学与家族五个重要
的新兴交叉类课题，我将它们戏称为“五朵金花”。
这五类课题，均将文学与其他学科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一种“文化一文学”的展开思路。
我一直认为，只有将文学置于文化的背景下，才可能真正看清文学的位置。
当然也必须强调，这种研究一定不要忘了文学本位，落脚点一定是解决文学的问题，我们文学研究者
，不应该是给其他学科“打工”的。
与此同时，这类交叉研究也内在地要求我们拓宽文学研究的视野，不必画地为牢，自为畛域，应以更
为宽阔的学术怀抱去探索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路径与新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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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复旦宋代文学研究书系：欧阳修的文学与情感世界》收入了朱刚《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
文学》、李贵《中唐至北宋的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金甫噪《苏轼“和陶诗”考论——兼及韩国“
和陶诗”》、陈湘琳《欧阳修的文学与情感世界》、成玮《制度、思想与文学的互动——北宋前期诗
坛研究》、侯体健《刘克庄的文学世界——晚宋文学生态的一种考察》六种著作。
朱刚、李贵、成玮的著作，是时段研究与专题研究的结合。
他们的聚焦点都在唐宋之际，特别是朱刚和李贵的两部书，有着“唐宋变革论”的明显印记。
朱刚从博士学位论文《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开始，就密切关注唐宋“古文运动”，陆续撰作了
十余篇相关论文，在学界产生一定的影响，获得了同道的好评。
《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书即是他多年来钻研“古文运动”的集中展示，他标举“士大夫
文学”，敏锐地抓住了唐宋“古文运动”与之前、之后文学“运动”的不同，强调科举制度产生的士
大夫精英构成的唐宋社会与文学的特殊性。
论著对传统“古文运动”有所反思，拓宽了“古文运动”的研究视野。
所着重阐明的“古文运动”与新儒学、贤良进卷、苏辙与“古文运动”的关系等命题，均有独到的见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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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实际上，钱惟演时代的洛阳在欧阳修的记忆中几乎就是理想的代名词。
就文学而言，当时的洛阳文人名士荟萃：“谢公唱西都，予预欧尹观。
乃复元和盛，一变将为难。
”其盛况俨然与韩柳元白的元和时代先后比美，蔚成文学史上的大观；而就政事来说，钱惟演“镇以
无为，民丰四辅之年，市息三九之盗”，则宛然一幅富庶安定的盛世气象。
这是欧阳修曾经经历的“理想时代”，或也是他终生念兹在兹意欲成就的“理想时代”--但它又毕竟
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无法复返的失落的往昔。
“二十年间几人在”，美好的洛阳追忆在这样的转折中迅即结束。
 短短的洛阳回忆虽则已经结束，长长的反思却从这里开始。
二十多年已经过去，欧阳修远望的目光从追忆转回现在：“在者忧患多乖暌”、“壮心销尽忆闲处”
。
这是“现在”的情形，是“现在”的“我”对当年的“我”与“子”的补充与评论，仿佛他正站在一
后设的立场，去对已经形成的变动加以感慨和验证，因此是以“现在”的“我”，取代诗中二十多年
前的“我”发言。
明显的是，欧阳修的感慨其实更多是出于这种与“往昔”理想年代的对照，是过去的理想使欧阳修不
得不更深刻地意识到“现在”生存现实的不尽如人意，进而又更执著地认同已经过去、失落的那样一
种理想。
 换言之，当欧阳修站在洛阳这个记忆场景上，他不但在追忆往昔，并且还在反思现在，甚至展望未来
：正是在对眼前“壮心销尽”的认识基础上，他才把目光转向未来，并且看见“闲处”似乎是另一种
值得向往的生活，甚至开始描绘未来的图景：“优游琴酒逐渔钓，上下林壑相攀跻。
”还对梅尧臣发出邀请：“及身强健始为乐，莫待衰病须扶携。
行当买田清颍上，与子相伴把锄犁。
” 但问题是：如果说洛阳时期那样的一种生活是他的理想，并也正因为对这理想的认同，使他倾向于
要再次追寻类似的理想的话，那为什么在未来的描摹里，他所选择的却是颍州而非洛阳呢？
 有两首诗提供了可能的暗示。
第一首是《暇日雨后绿竹堂独居兼简府中诸僚》，诗中有这么几句：“浩然沧洲思，日厌京洛尘。
⋯⋯骑省悼亡后，漳滨多病身。
南窗若可傲，方事陶潜巾。
”诗写于洛阳，大约写于明道二年。
另外一首诗则为《绿竹堂独饮》，有“人生暂别客秦楚，尚欲泣泪相攀邀。
况兹一诀乃永已，独使幽梦恨蓬蒿。
⋯⋯洛池不见青春色，白杨但有风萧萧。
姚黄魏紫开次第，不觉成恨俱零凋”等句。
两首诗皆写在其首任夫人胥氏离世之后，因此表达了极为沉重的哀恸，而在第一首诗中他甚至还流露
出归隐之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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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复旦宋代文学研究书系:欧阳修的文学与情感世界》为复旦宋代文学研究书系之一，由陈湘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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