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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两汉风俗”条，对东汉所论尤为深切：“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
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
光武有鉴于此，故崇节义，敦厉名实。
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
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
不已’。
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
”东汉以政治的昏暗著称于史，顾氏拨开昏浊，而对“党锢”、“独行”之士人，推波助澜而形成的
不可阻止与扭曲的世风，极加推美誉扬，确能醒人心目。
此言二者之相反，又言世风对政权之维系：“范哗之论，以为‘自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
，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
’‘所以倾而未颠，决而未溃，皆仁人君子心力之为’可谓知言也。
”由此可见，顾氏之论，实是对范晔《后汉书》史论的抉发，亦是心悦诚服之首肯。
较之《史》、《汉》、《三国》三史，范书自具个性，不仅著述一代之史，意在“正一代得失”，亦
可作一代思想史观。
在艳称的“前四史”中独呈一道亮丽的风采。
同样可知，范书文字的精彩未在将相传，似乎聚集于他所独辟的《党锢》、《独行》、《逸民》传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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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前四史”中，范晔的《后汉书》独具风采。
其篇章精美，历来备受关注。
该书从文学出发，立足文本，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后汉书》的文学成就。
其内容包括东汉时代风气，《后汉书》的思想用意、结构体系、叙事方式、语言风格，文学地位及其
影响等诸多方面，涉及范围甚广。
该书文史结合，讨论细致，时有精彩，可见作者精读深思，所论颇见功力。
现在有公开出版物中，该书首次专力探讨《后汉书》之文学，具有筚路蓝缕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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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钟书林，男，湖南浏阳人，1978年出生。
文学博士。
现为西安文理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等。
在《文学遗产》、《陕西师范大学学报》、《敦煌学辑刊》、《西北大学学报》、《文史知识》等刊
物发表论文30余篇，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1篇，参编国家级教材2部。
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科研项目、西安市社会科学规则课题各1项，参与省，市
级科研项目多项。
曾获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西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西安市共青团青
年突击手、西安市教育局五四青年标兵、西安市模范教师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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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东汉的许多士族大姓，不但他们的荫勋世代相袭，就连朝廷钦命的官职，也多在他们的家族内部相袭
。
如杨震家族，西汉时已是封侯拜相，到了东汉，从杨震到杨彪，四世太尉；又如袁氏家族，西汉为经
学世家，东汉从袁安到袁隗，四世五公。
袁术僭号称帝，、临终前竟然还说是要把帝号归让给袁绍，就是这种内部相袭的意识体现。
有些世家，如耿氏家族（耿弁等），它的显赫伴随着东汉的始终，从中兴之初直到建安末年，拜将封
侯者数十百人。
还有些显赫的世家，累代久居一个官职，久袭一种职业。
桓氏为经学世家，桓荣、桓郁、桓焉一家三代，先后做过五位帝王的老师。
其他如崔氏（崔驷等）为文学世家，班氏（班彪等）为史学世家，郭氏（郭躬等）、陈氏（陈宠等）
为法律世家。
这样庞大的士族大姓，涵盖了东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他们瞧不起出身卑微的寒士，士族大姓之间互相交结，通婚往来，关系盘根错节，形成一股合力，不
但能够左右社会风气，而且影响朝廷政局。
到东汉中后期，他们这股力量愈发强大。
有时，连皇帝也无可奈何。
汉桓帝喜欢民女毫氏，想立她为皇后，以李云、杜众为首的百官却纷纷上书，表示强烈反对。
桓帝盛怒之下，处死李云、杜众，将参与反对的三公杨秉、陈蕃也罢免归田，其余官员都遭到降职的
处分，但册封皇后的事，只得不了了之（《李云传》）。
后来，桓帝又想立宠幸的田贵人为皇后，陈蕃又极力反对，说田氏卑微，不如立大姓窦氏为后。
这场争论非常激烈，桓帝没有办法，只得册立窦氏做了皇后。
这个窦氏，就是后来和陈蕃一起谋诛宦官的窦武之女（《陈蕃传》）。
桓帝两次立后，都以失败而告终。
他的厌弃朝臣，佞幸宦官，也就不完全是他和宦官的过错了。
光武帝起兵之初，还只是不重用那些单个的士人，到了中后期，情形却已是相当严重。
当时，虽然所谓的士族和庶族之间的严格划分还没有形成，但是士族大姓对出身卑微的寒族的歧视，
却已经存在。
像身居贵人的毫氏、田氏，因为出身卑微，即使有皇帝的宠幸，也免不了受到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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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最早接触范哗《后汉书》，可能是我上初中的时候吧。
那时的教材里选了篇《乐羊子妻》，后来才知道它是出自《后汉书·列女传》的。
那位聪慧的妻子，她巧妙地劝诫丈夫专心完成学业的故事，便在少小的心里留下了很深印象。
再后来读书稍多了些，了解到范晔的生平事迹，知道他因谋反被杀了头，于是不少人诋毁他，也因此
看不起他的《后汉书》。
在中国文化里，“文如其人”的观念影响还比较大。
所以，一上来即先替范晔谋反鸣冤，似乎成了许多《后汉书》研究者的第一要务。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后汉书》研究，也多在此问题上徘徊不前。
范晔的谋反，实在是一笔糊涂账，婆理公理，各执一词。
因而拙稿无意置喙“其人”，仅论“其书”之文学性。
说来颇为惭愧，我对于《后汉书》的全面研读，不过数载光阴。
读史之难，如清人潘永圜之言：“读史有三难。
古史浩繁，寓目其间，若涉大海，渺无津涯，而欲得其要会则难；前后纷掣，杂然并陈，而欲得其统
绪则难；代远事迹，而欲得其废兴成败之故，了然指掌则难。
苟不得其要会统绪与废兴成败之所以然，虽终日读史，如涉大海，渺如津涯而已。
”（《读史津逮·序》）《后汉书》皇皇巨册，有些文字，三五次地读来，却仍不得其要领，只好暂
且作罢，留待慢慢品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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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后汉书·文学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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