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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学史是文学发展的&ldquo;历史&rdquo;，是对文学的动观而非静视。
把文学现象、文学流变和文学作品放在文学发展的长流中作通观审视，在宏观的视角下确定其价值和
意义，这是文学史研究与写作基本的学理要求。
所以，一部文学史也必然是一部文学发展史。
由罗宗强、陈洪二先生主编的一部新作&mdash;&mdash;《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下文简称《发展史
》）。
该书篇幅130万余言，分上、中、下三卷，2003年8月由南开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它的问世，标志中国文学史论著系列中又有一新的成员以其独特的形态登场了。
　　罗、陈二先生主编本文学史以&ldquo;发展&rdquo;命名，并非措词的技巧而已，而是自觉地贯彻
了上述的文学史观，是着眼于发展的观点审视文学流变历程的思想的体现。
　　《发展史》展示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发展轨迹，即：（一）先秦两汉时期，文学尚未取得独立
地位，往往与政治、思想、哲学、历史融为一体，较为纯粹意义上的作家还不多见，文体以诗歌、散
文为主，风格上主要表现出典重淳厚、磅礴大气的特征。
（二）魏晋至两宋时期，中国古代文学进入自觉期和鼎盛期。
此一时期文人有着较高的地位和一定的独立发展的空间，文学的地位也大大提高，诗、词的兴盛并发
展到臻于极致的美的境界标志着文人主体精神的充分张扬，审美上论结构的恢张、气势的博大虽已无
法与先秦两汉文学相提并论，但词采之美、体式之纯、性情之真、韵味之厚却是它独具的魅力。
（三）元明清时期，为中国文学的转型期和新变期。
受专制政治和程朱理学的严重束缚和世俗文化的极大冲击，文人地位一落千丈，思想缺乏自由，精神
惶恐落魄，而整个民族精神既失去了先秦两汉时期的雄大之势，又没有了魏晋以来直到宋代的灵动之
气，作为士人雅文学标志的诗词和散文开始走向衰落，而受俗文化滋养的散曲、戏剧、小说却大放异
彩。
　　由此看来，文学史的编著虽不可避免要涉及文学的分期，但绝不是分期文学的罗列，而必然要将
时期之变与作家之变、文体之变、文风之变、审美之变等等种种因素作真切的把握和深刻的揭示，进
而深入探求整个文学系统深层结构的演变和文学发展的根本走向。
　　文学史的发展观往往体现出对文学认识的联系观和系统观。
对文学现象的认识通常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是&ldquo;孤立&rdquo;的看待，另一是&ldquo;联
系&rdquo;的看待。
中国古代文学的许多问题如果采用前一种态度，就不免就事论事，从而得出流于狭隘、片面和简单化
的结论；相反，后一种态度则注重将每一文学环节纳入文学发展的系统中去审视，由此确定它应有的
位置，认识它产生的因由和存在的意义。
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的总体趋向是抛弃前一种认识观，自觉地接纳后一种认识观。
　　《发展史》深入地贯彻了联系地、系统地观照文学对象的基本思想，在许多具体问题的评价上，
都不难见出这一思想闪发的一些可贵的辉光。
如评东晋玄言诗，该著在认识它的&ldquo;诸多弊端&rdquo;之外，对其&ldquo;两点积极贡献&rdquo;作
了充分肯定，指出：&ldquo;这种不同于前代的东晋特有诗风，不但直接启发了陶渊明平淡自然之风格
，而且对后代文人诗歌中冲淡自然、旷达闲适风格的影响至为深远。
而且，玄言诗人对山水的体悟与描写，也为晋宋之际山水诗的成熟和发展奠定了审美心理和创作方面
的基础。
&rdquo;显然，倘若就玄言诗论玄言诗，认识就必然局限在&ldquo;理过其辞，淡乎寡味&rdquo;
、&ldquo;平典似《道德论》&rdquo;的传统观点范围内。
但若是把玄言诗看作一个环节，把陶渊明田园诗和谢灵运山水诗看作另一个环节，并进而把两个环
节&ldquo;扣&rdquo;起来看，那么二者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也就清楚地显示出来了。
若再把视界推广去，玄言诗还是中国诗歌史上平淡诗风和山水审美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这种联系地、系统地审视文学现象的文学史观贯穿着这部《发展史》的每一个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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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学史究竟是一部怎样的历史？
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里，人们一度把文学史视为阶级斗争的揭露史或被压迫被剥削者的斗争史。
目前，研究者对于中国文学史的认识往往同中有异，自成特色。
有的认为&ldquo;文学史著作的核心内容就是阐释文学作品的演变历程&rdquo;，亦即文学史主要是文
学作品的演变史；有的认为&ldquo;文学发展过程实在是与人性发展的过程同步的&rdquo;，换言之，
文学发展史反映了人性自觉和进步的历史。
这些观点都丰富和深化了文学史观，对中国文学史研究起了推进的作用。
　　对中国文学史的定性定位问题，《发展史》提出了独特的视角。
该著在《导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ldquo;我们的文学遗产，是我们民族的一部心灵史。
解读这部心灵史，是文学史的不容置疑的任务。
&rdquo;又说：&ldquo;通过文学史，我们能够更为真切地感悟我们的民族文化的精神存在。
&rdquo;简言之，文学史既是一部民族的心灵史，又是一部民族的精神史。
　　从切入&ldquo;心灵&rdquo;和&ldquo;精神&rdquo;的角度推演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是在充分认识
我国文学乃至文化的本质精神的基础上作为的学理选择。
&ldquo;言，心声也。
&rdquo;这个具有两千年历史的概括了我国文学一个根本性规律的古老命题，既深刻地影响着我国文学
的发生，也深远地影响着我国文学的发展。
文学有着自己的灵魂，我国文学的灵魂是反映创作者自我并融会其时代内容的&ldquo;心声&rdquo;及
其所蕴含的人文精神。
恰如该著编者所说，中国文化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它的人文精神。
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表现出的基本精神在于：创作者既重视自我，重视人性和人格尊严，又重视个体
与自然、与社会的依存关系的精神，极为普遍而且深入地渗透在文学作品里，形成我国文学的人文精
神特质。
　　文学史必须翻阅我们前人的心灵史，翻阅他们生存的时代的精神史。
如果说有的文学史重在导引阅读者在我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丰富多彩、美不胜收的文学画廊中徜徉，
有的文学史重在探求我国文学发展的规律性问题诸如文学盛衰规律、文体发展规律和文风演变规律等
，还有的文学史重在从&ldquo;文&rdquo;的发展考察&ldquo;人&rdquo;的发展进而揭示文学演进的深层
动因；那么，罗、陈二先生主编的这部《发展史》则更注重深入我们民族的情感世界和心灵世界，这
种视角小而言之，它通过把摸作家的心灵的脉搏进而把摸他生活着的时代脉搏，用研究者和阅读者之
心去贴近、对接创作者之心，从而实现作者与读者的深层对话和交流，大而言之，它从民族情感和民
族心理结构的角度去探求我国文学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及其价值、意义，诸如我国文学的乡国情怀、
亲情主题和人生感悟主题，它们构成中国文学发展的生命之根，它们是实现文学滋养人、陶冶人的情
感之源。
这样，《发展史》在发掘中国文学的人文精神、强化中国文学史研究和教学的人文化倾向方面实现了
它独特的价值。
　　切入&ldquo;心灵&rdquo;演史的另一意义是把文学史写活，写出文学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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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司马相如是这一时期最大的赋家，他的《子虚赋》、《上林赋》（《史记》、《汉书》总称为《
天子游猎赋》），形式和内容与其他赋家的作品均不相同。
就形式而言，《天子游猎赋》是铺张扬厉、逞竞文才的典型的大赋；从内容说，它不以表现作者对社
会人生的真情实感为目的，而只是以繁辞丽句对诸侯、天子的苑囿进行层层的夸叙摹绘，津津乐道。
其他的辞赋作品则与《天子游猎赋》不同，它们或抒情，或咏物，或言理，情感真挚，思理明切，这
些作品同样应当受到重视。
　　这一时期历史散文的巨大成就是《史记》的诞生。
司马迁以历史人物为中心，创造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全面记载了自传闻时代到汉
武帝时期的重要史事，从而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范例。
《史记》具有重大的文学价值，它的很多人物传记，剪裁布局精妙，用多种出色的艺术表现手段展示
鲜明的人物性格，成为文学史上史传散文的典范，对后代文学尤其是叙事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
远的影响。
　　汉武帝时期还有不少乐府诗歌。
乐府，本是官署之名，后来借以转称乐府衙署所奏唱的诗歌。
武帝时期的乐府衙署具有作诗和采诗的职能。
这个时期的乐府诗歌，也包括帝臣文人的创作和民歌两部分。
可惜的是，这些乐府诗歌大多都散佚了。
今存武帝时期的乐府诗歌，只有帝臣文人创作的《郊祀歌》十九章、《铙歌》十八曲的一部分和少许
民歌。
其中民歌的文学价值较高。
另外，西汉的乐府诗歌中，有一些以五言句为主的作品，这在中国诗歌体式的演变过程中，是特别应
予注意的。
　　从汉昭帝初年以后，是西汉文化和文学发展的后期。
武帝独尊儒术，同时又把儒学置于附庸或点缀的地位。
儒学地位真正得到提高，是在西汉后期。
其明显的标志，是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召集的盐铁会议和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召集的石渠阁
会议。
在盐铁会议上，六十几名“贤良文学”与当朝权贵展开王道与霸道的政争，常令朝廷权要“缪然不言
”，这是有汉以来还不曾有过的事。
汉宣帝召集的石渠阁会议，讨论《五经》同异，的问题，众多的当世名儒都参与进来，宣帝亲临会议
参加决议。
这次会议规格之高，也是空前的。
　　儒学的大盛，对西汉后期散文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还是在武帝时期，《春秋》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就开拓了主张“天人感应”的新的儒学体系，他写给汉
武帝的《天人三策》，在天与人之间建立了一种对应的逻辑关系，提出法天顺天的思想。
这个思想，贯穿于西汉后期的政论文的写作之中。
以刘向为代表的许多朝臣，他们的奏疏文的显著特色，就是频繁地引经据典，以灾异论政。
另外，桓宽的《盐铁论》，虽不频引经典，也不滥说灾异，但全书都是“贤良”与“大夫”的诘难辩
驳，质木平实。
这批政论文的文学价值很小。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中下）>>

编辑推荐

　　本商品封面图片为单册，套装图片请以实物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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