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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本书的最终成果。
作者运用家族史与文学史、个案与总论、文艺学与文化学相结合的多重视角，对宋代家族与文学的核
心问题——文学家族与家族文学做了较为全面的探讨。
不仅能丰富我们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认识，而且从家族层面入手，为宋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多样化的
阐释视角，有利于深化对宋代文学的理解和认识，对于宋代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知识创新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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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剑，1971年生，河南遂平人。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文学遗产》副编审，著有《莫友芝年谱长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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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家族文学内部的有些变异是自然而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家族中人虽然感情亲近、相互影响，但毕竟各自的经历、个性有所不同，文学创作当然也会千差万别
。
譬如，《宋史·苏辙传》云：“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
罕见。
”苏轼与苏辙所受的教育相同，所生长的大环境和小环境相似，一生经历也近似，而且两人关系亲密
，唱和不止，但是即便如此，两人的文风、诗风以及文学成就都有很明显的差异。
可见在文学创作上的确有父子兄弟不可相传、不可相强的一面，即便尽力地模仿或因袭，也无法保持
“家法”的一成不变。
家族同辈的风格、成就不相同，隔代更是如此，譬如，晁氏家族中补之五古奇奥，而公迦五古清浅，
风格有着较大的反差，这一点除了两人个性不同之外，还有时代审美思潮变化的影响：从补之生活的
北宋中后期到公迦生活的南宋前期，人们的诗歌品味逐渐由雄深雅健走向圆活流畅，而他们所代表的
家族文学也与时俱进。
因此一个绵延长久型家族的文学史，可以成为整个宋代文学史的缩影。
家族文学的变异更多是由家族成员主动向外开拓来完成的。
一个家族并非一个封闭独立的社会单位，尤其是宋代，很少有世代聚居同炊的大族，大多数文学家族
都是宦学四方、以核心家庭的形式活动，因此他们的文学创作随着年龄增长和阅历增加，受到家族外
部环境和师友的影响日益显著。
比如，晁补之的七绝是其艺术成就最高的诗体之一，风格中不仅有其父晁端友诗的温厚静深之长，亦
兼得其师苏东坡诗清雄恣肆。
①至于五古、七古，更接近于苏、黄之体。
黄庭坚的诗歌虽得其父之长，但诗中丰富的人文意象、生新廉悍的艺术风貌以及渊博的用典和奇险的
押韵，更多源于成年宦游经历中的博览群书和广交师友。
可以说，这种现象在宋代文学家族中是一种普遍的存在。
家族成员通过社会活动拓展自身的文学能力，促进了家族文学的开放性和变异性，也使家族文学始终
与当时的文坛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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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世上有绝对之真可言吗？
有人说，绝对之真实存在于自然科学里。
牛顿的经典力学推翻了神学千年的根基，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又颠覆了经典力学一统天下的大厦，然
而彭加勒在《科学的价值》中却告诉人们，“与牛顿原理针锋相对的理论结果终将在某一天被抛弃”
，“所有这些违背原理的现象只有在无限小的事物中才能遇到⋯⋯除了已经看到的无限小的事物以外
，是否还存在着与之相平衡的其他未看到的无限小的事物呢？
”①科学似乎只能提供相对真实，只能无限逼近宇宙之真而永远无法穷尽它。
然而人生有涯，求真又是人类确认自己生命不妄的本能要求，于是彭加勒并没简单否定经典理论的价
值，而是提出了约定（假定）主义。
他认为能够接受实验事实的约定都是可行的，经典物理学和数学中的许多公理都是如此。
这种约定或假定其实就是一种相对真实，相对真实适用的范围愈广、时间愈久，距离绝对真实也就愈
近。
约定或假定在自然科学上被认为是有效的，在社会科学上它也同样如此。
传统实证史学的经验告诉我们：让史料自己说话，史学家的任务只是去伪存真地严格考证和客观全面
地展示史料。
这也是人们热衷于微观研究的原因之一，因为选题越小就越可能把握全部的材料，得出真实客观的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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