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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文学史，坊问已出版甚多，我不好劝诸君都不要看，但不妨略说一下我为何要来重写它。
中国文学史这样的书，起于清末。
因废科举、立学堂，改从西式教育，需要一批适应新式课堂讲授的教材，故出现了各色文学史，后来
再分化出各时段、各文类的文学史，以迄于今。
最早的一本，或云为黄人于1940年在东吴大学讲课时所编，或云为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时所制。
此后一百年间，教书的人又不断编这样的讲义，以致同类之书越来越多。
2004年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合办的“中国文学史百年研究国际研讨会”，统计说大陆出版的中国文学
史已多达一千六百部，台湾香港的还未计人，可见其盛。
据说每年还有十几部正在编写梓行中，伐木造纸，殆已毁了数十座森林云。
然而一两千部书到底质量如何？
与会诸公异口同声日：“佳作寥寥！
”看来成果是不太令人满意的。
当然，我相信没有谁真正读过这几千部书。
如此品评，不免一篙子打翻了一条船。
那里面，披沙拣金，必然也会有值得赞许之作。
不过，依我有限的阅读印象来看，这样的评语，竞似亦颇中肯，果然是佳作寥寥呀！
中国文学史的作者，不乏硕学之士，文采可观者，亦复不鲜，可为什么就写不好呢？
原因除了我在本书导论中谈的各种问题外，此等书缘附于课程的先天因素便注定了它难以写好。
本来教科书就难写：嚼饭喂人，既已淡乎寡味；粗陈梗概，遂愈觉水清而无鱼。
且安章宅篇，务求分量匀齐、面面俱到，更不能见心得，尤其无以见性情。
故历来佳作，没几本是由教科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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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感于坊问文学史类书籍的种种缺憾，台湾学者龚鹏程先生亲自执笔，为读者呈现一部中国文学史的
最新学术论著。
本书是一本独立的文学之史，说明文学这门艺术在历史上如何出现、如何完善、如何发展，其内部形
成了哪些典范，又都存在哪些问题与争论，包括各时期人的文学史观念和谱系如何建构等等。
文学的观念史、创作史、批评史，也兼摄于其中。
    本书是对过去文学史传统写法的重大革新——注意文学史实和历史诠释的区分，反对文学史写作的
简单化，注重文学发展中多元异质成分的挖掘，尽力为读者还原一部真实的文学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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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龚鹏程，祖籍江西吉安，1956年生于台北。
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毕业。
曾任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创校校长，台湾学生书局总编辑等职。
曾获台湾中山文艺奖、中兴文艺奖、杰出研究奖等奖项及台湾校园十大名师、台湾十大金榜专栏作家
称号。
2004年起，历任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现为北京大学教授。

    龚鹏程先生自幼才华横溢，研究领域涉及中国文学、史学、哲学、宗教等，博古通今，著作等身，
有“天下第一才子”之美誉，是当代享誉海内外华人世界的知名学者。
至今正式出版专著70余种，其中在内地出版的有：《游的精神文化史论》、《中国文人阶层史论》、
《文化符号学导论》、《文学散步》、《侠的精神文化史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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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导论文学史的研究第1章　诗经的文籍化与诗篇的发展　失落的音符　诗乐并进　走自己道路的
诗第2章　楚辞的经典化与辞赋的发展　不歌而诵的辞令　士不遇的情感投射　文学传统建构的错觉
第3章　从言语侍从之臣到文章之士　投其所好的文字艺术　写作群体的扩张　文学意识的自觉第4章
　文学创作的自觉　文学创造的心理状况　对文学功能的认识　文学操作技艺的钻研第5章　文学势
力的扩大　经典的形成　文字主导的势力　乐府的诗化第6章　文人阶层的形成　士人的分化　势力
的消长第7章　文学经验的开拓　风俗世相的创作形态　仕、隐、居、游　女性化的书写与旷观宇宙
的世界观第8章　文体意识的表现　文体流别的确立　文学的辨体活动　文体的审美要求第9章　建安
文学的新变　文人群体意识　发展中的渐变　建安体的表现特征第10章　议论文的文学化　文论、才
性论　论的价值第11章　言辩为美的时代　新经子学　名理优长的社会　言辩的趣味第12章　汉魏风
骨的衰歇　慷慨以使气　忧世第13章　巧言令色的社会　所谓名士　所谓巧言　所谓浪漫第14章　缘
情绮靡的诗篇　缛彩繁文　绮靡以述情　巧构形似第15章　文学技艺的强化　文律　先辞采而后情理
　文采斐然第16章　东晋文风的变化　变动的时代　重申名教　抱朴第17章　论议人生的诗文　以质
校文　对生命的感怀　说理的倾向第18章　中和之美的典范　人的发现　平淡的风格第19章　山水游
赏的类型　才子用世　文笔之辨　山水游赏第20章　拟古而生的创造　用典　拟古　变乐第21章　南
朝文风的基调　民歌　乐府曲谣故事化　隶事之风第22章　发现声音的奥秘　分体论文　四声八体　
格律之美第23章　永明文学的风貌　文学超越经学　“约句”、“准篇”第24章　《文心雕龙》的理
论　仿经学条例以作论　美的客观论　体现宋齐文学情境第25章　诗人社会的建构　评诗之法　艺术
风格的独立　文学权威的形成第26章　新旧文体的交锋　各具其美善　文体之争　学者之文对文人之
文第27章　主写女人的宫体　萧梁父子　脱离讽喻寄托　声色大开第28章　《文选》与《玉台新咏》
　文学选集　文学性的标准　女性文学专集第29章　南北文风的分合　亡国之音，哀以思　南风北渐
　文化政策第30章　佛道教的新资源　道教新思潮　汉译佛经之文体第31章　对文与赋的补叙　排偶
以供喻说　潜气内转　齐梁最好的文字第32章　对说与唱的补叙　言语之美　小说与清谈　市井趣味
第33章　隋唐文学的论述　政治与文学　诗必盛唐？
  　文化意义上的盛唐第34章　一格律的发展　诗的壁垒　诗体诗法　立意为宗第35章　风格的演变　
唐人选诗　文学史意识　变古的声音第36章　尾音与新声　文质调和　文人身份改变　诗体形成第37
章　文学的社会　受认可的价值　作品的流布第38章　宫廷文学的黄昏　帝国书写　龙朔文风　消逝
的侍从喧声第39章　开天诗坛的面貌　标签化的盛唐　王维、岑参、孟浩然、李白第40章　俱怀逸兴
壮思飞　宏丽与绮靡　新时序的因素第41章　安史乱后的景观　英雄气弱　比兴风雅　意兴第42章　
杜甫诗及其问题　议论的趣味　重“赋”的表达方式　诗史互证第43章　元和体及其问题　诗人主客
图　风格之竞争　古今诗运关键第44章　文儒的古文运动　文儒自居　重义理、尊六经、言圣道　道
文不二第45章　韩愈诗及其问题　诗文辨体　风格源流　一祖三宗第46章　义山诗及其问题　代言叙
述传统　戏剧性的演出　文学之本质第47章　温庭筠及其问题　词本艳科？
  　词的本相　词的文学第48章　晚唐诗及其问题　反晚唐观点　诗学晚唐　以文为戏第49章　被遮蔽
的骈文史　遮蔽扭曲的诠释　骈文与古文　约六经之旨以成文第50章　被扭曲的说唱史　通俗说唱　
传奇与六朝小说　历史叙述之传统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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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诗经的文籍化与诗篇的发展失落的音符人类未造文字之前，先有语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毛诗序》），故上古抒情述志均以歌谣为主。
这些歌谣，明冯惟讷《古诗纪》，杨慎《古今谚》、《古今风谣》，臧懋循《古诗所》及清沈德潜《
古诗源》收录甚多，而最重要的当然还是《诗经》。
《诗经》所收，名之为诗，实皆是歌。
故孔子自称编此书可令雅颂各得其所；《史记》也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于韶武雅
颂之音。
”其中风、雅、颂之分类，颇似古希腊音乐分成立第亚式、伊俄尼亚式、道瑞斯式、佛里基亚式。
立第亚式起于小亚细亚，音乐柔缓哀婉；伊俄尼亚式起于小亚细亚西岸，音乐柔缓缠绵；道瑞斯式起
于希腊北部，音乐简单严肃，亦较激昂；佛里基亚也在小亚细亚，音乐战斗意味最强。
这些不同地区的音乐，有点像郑风魏风，既有区域性的差异，也显示了不同的风格和伦理性质，故孔
子推崇雅颂而批评郑卫之声淫，柏拉图则反对立第亚式和伊俄尼亚式，认为它们柔缓哀伤，是文弱的
或只适用于饮宴的；他也反对铜弦琴、三角琴，只愿提供理想国人享用两角竖琴、台琴和笛子（《理
想国》卷二）。
当时诗实际应用于典礼中的情况，更能显示它们是乐歌。
例如大射时歌《鹿鸣》；王宴诸侯时歌《湛露》；乡饮酒礼时歌《鱼丽》，笙吹《由庚》；歌《南有
嘉鱼》，笙吹《崇丘》；歌《南山有台》，笙吹《由仪》；合乐《周南》的《关雎》、《葛覃》、《
卷耳》，《召南》的《鹊巢》、《采蘩》、《采苹》。
其中《由庚》、《崇丘》、《由仪》都没有词，不可歌，只能吹奏：《诗经》中收录了这些可奏而不
可歌的“诗”，岂不显示了它不仅是一部歌谣集，更是一部乐曲集，是以音乐角度收录的歌曲和乐章
。
春秋之末，礼崩乐坏，据《汉书?艺文志》说：“乐尤微眇，以音律为饰，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
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其道浸以益微。
”乐的衰亡，在六经中最甚，原因是音乐随时变易，新声既起，旧乐即难保存，古代又无录音技术，
不比文字记录可以久长。
即使是乐师们父子师徒相授受，能传其节奏与仪式，也不知其意义。
久而久之，便连音声节奏都难以保存了。
依《大戴礼》说，当时雅二十六篇，可歌者只有八篇，是《鹿鸣》、《狸首》、《鹊巢》、《采蘩》
、《采苹》、《伐檀》、《白驹》、《驺虞》。
这些歌，除《鹿鸣》、《白驹》在《小雅》，《狸首》不可考，其余都在《风》中。
故知所谓雅，并不是《诗经》原来的大雅、小雅之义，而是指这些乐章在汉代已经成了雅乐。
《汉志》所载：《雅歌诗》四篇、《雅琴赵氏》七篇、《雅琴师氏》八篇、《雅琴龙氏》九十九篇，
也都属于这种雅乐。
但杜夔所传雅歌四曲，只有《鹿鸣》、《驺虞》、《伐檀》、《文王》。
其余赵氏龙氏师氏等则皆不传，亦不知内容为何。
因此，古代那么繁盛的音乐文化，到了汉代，竟可说已完全消歇了，六经中的《乐经》，已经沦亡，
不复可考。
除了《乐记》可略知其义以外，遗音尚存，略可歌或奏的，只有三四曲而已。
《汉志》另载《河南周歌诗》七篇、《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周谣歌诗》七十五篇、《周谣歌诗
声曲折》七十五篇，列在《诗赋略》中。
这些曲子与前述各篇不同者，一是非《诗经》体系，二是以声音记录为主，也就是班固所说“声律世
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的那一种。
列在《六艺略》中的赵氏师氏龙氏和“《乐记》二十三篇、《王禹记》二十四篇”，却是以阐发音乐
之意义为主的，故班固将它们分开来。
《诗经》之旧曲，在汉末只存这三四曲，魏晋以后就全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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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开元年问制乡饮酒礼，所传赵彦肃十二谱，《鹿鸣》、《四牡》、《皇华》、《鱼丽》、《嘉鱼
》、《南山有台》，属黄钟清官；《关雎》、《葛覃》、《卷耳》、《鹊巢》、《采蘩》、《采苹》
属无射清商。
是现今仅存《诗经》乐曲可考者。
但朱熹对此便颇有怀疑，理由一是，“古声亡灭已久，不知当时工师何所考而为此也”；二是说，“
古乐有唱有叹。
唱者，发歌句也。
和者，继其声也，诗词之外，应更有叠字散声以叹发其趣。
故汉晋之间，旧曲既失其传，则其谱虽存，而世莫能补”，可是开元十二谱却是一声叶一字。
假如古代就只是一字叶一声，那么古诗就篇篇可歌了，何来乐亡之叹？
三是开元十二谱以清声为调。
（按：平调、清调、瑟调合称清商三调，为汉相和旧曲，《唐书?乐志》虽说：“调皆周房中曲之遗”
，但唐以前的文献都只说清调为汉魏古曲，它是否能代表春秋以前的音乐，不免令人存疑。
朱熹因此疑开元十二谱非周朝之旧，不无道理。
也就是说：《诗经》的音乐在魏晋以后尽亡，开元遗声也未必足据。
由于开元谱以一声叶一字，因此我们也大抵可推测那些乐师所传的声曲折谱也亡了，后世所传，乃是
乐师自作之曲。
犹如太和年间，左延年改杜夔所传《驺虞》、《伐檀》等曲，自作声节，而仍用旧名那般。
虽然还叫《伐檀》、《驺虞》、《文王》，音乐其实迥异了。
）诗乐并进这一大段乐亡的历史，显示了什么呢？
古代歌诗，乃是音乐，词并不是最主要的。
故《诗经》中有根本无词之曲，在典礼中配的乐，亦不能只由词语去掌握。
像《鱼丽》、《南有嘉鱼》或《关雎》，其词都与乡饮酒无关，歌它或演奏它，乃是藉其音声以昌美
礼仪罢了。
同时，大家都知道：同一声曲，可以配上不同的歌词。
《诗经》里面的那些歌，大约也就是该曲调歌谣的许多声词之一，刚好被选编入这本集子罢了。
古来有孔子删诗之说，删诗其实正是选诗。
所选的本是乐曲，但后世乐音既亡，这个本子就成了文辞式的诗篇总集。
这情况犹如后来的宋词，选家皆依词牌或宫调，每一词牌找一两首为定式、为举例。
可是因宋词之音乐后来渐渐失传，以致明清所有的词选词谱都成了文字谱。
《诗经》在汉代，就是以文字谱之形式存在的。
郑玄《诗谱序》说：上古之诗“篇章”泯弃，周初政治清明，诗人颂之，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
”；其后政治衰乱，“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迄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
可见这个诗谱乃是模仿古代宗族世系谱而作的。
论诗，而说篇章、说记录，且从文义与政治良窳的关系上说正变，诗歌原先拥有的音乐性质就消失了
，把原属乐章的歌，转成了文字性的篇章。
由于是文字性的诗篇，因此对诗意的掌握就只能是由文字去把搦。
汉代解诗者，《汉志》所载凡六家四百一十六卷：《鲁说》二十八卷、《齐后氏故》二十卷、《齐孙
氏故》二十七卷、《齐后氏传》二十九卷、《齐孙氏传》二十八卷、《齐杂记》十八卷、《韩故》三
十六卷、《韩内传》四卷、《韩外传》六卷、《韩说》四十一卷、《毛诗》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
》三十卷。
传、说与训故不同，传是述传，说是解说，今存《韩诗外传》犹可见其体例。
但故或故训就是文字性的解释了，犹如《尚书》有《欧阳章句》及大、小《夏侯解故》。
五经中，释经称“故”者，仅《诗》、《书》两经，此外就是小学类中的杜林《仓颉训纂》。
班固说它是因《仓颉篇》多古字，俗师失其读，故“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于孙
杜林为作训故”。
可见训故主要是文字的解释，《尔雅?序》“释诂释言，通古今之字”，即指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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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今文学家重口说，古文学家重文本，但在汉代，解诗的今文家韩、鲁、齐和古文家毛，这
四家都有“故”，亦可证当时无论今古文学派都是由文字性的诗篇来把握这部经典，而不再就音乐歌
曲来看待它。
今文三家之解故今已失传，以《毛诗故训传》来看，其解诗方式是这样的：〔葛覃，后妃之本也。
后妃在父家则志在于女功之事，躬俭节用，眼澣濯之衣；尊敬师傅，则可以归安父母，化天下以妇道
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
（兴也、覃延也。
葛所以为缔络，女功之事烦辱者，施，移也。
中谷，谷中也。
萋萋，茂盛貌）⋯⋯这是对《国风?周南?葛覃》的解释。
前面〔〕内一段，称为诗序，是对诗义的解说，中间录诗；后作训诂，解释字词。
其解诂，固然是文字训诂式的；其序诗亦只解义不论声。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孔子诗说》论《葛覃》却不是如此的：“吾以《葛覃》得氏初之诗，民性固
然，见其美必欲返其本。
夫葛之见歌也，则以叶萋之故也。
后稷之见贵也，则以文武之德也。
”明白说的是歌。
同理，它论风与颂亦皆论声，如云：“邦风，其纳物也，博观人欲焉，大敛材焉。
其言文，其声善”；“讼，平德也，多言后，其乐安而迟，其歌绅而口，其思深而远，至矣。
”对照毛诗的解释，就会发现毛氏都只论义而不论声。
故《关雎》只说：“乐得淑女以配君子，爱在进贤，不淫其色。
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跟《论语》中孔子论《关雎》也有极大的差异。
孔子说：“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在《毛诗故训传》中却完全不涉及这类音乐之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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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编辑龚鹏程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是一件“苦差”，也是一桩乐事。
“苦差”源于那无数的文献。
龚先生博闻强识、学贯古今，看过的书不计其数。
他在自传中曾说：“我则别无所长，就会读书。
”大学时代的他，每日总有十至十二小时的读书时间。
如此庞大的读书积淀，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他在著述时对于论据、文献资料的左右逢源。
《中国文学史》一书中，文献甚多，史料、文集、笔记、中西古今文论，不一而足，甚至对敦煌佛经
的引用也有多处。
就连北大教授汤一介先生也曾说“鹏程读过的书，很多我都没读过，有些还是我这次读他的书才知道
原来还有这样一本书”。
近年龚先生一直在大陆游学，他在本书自序中也说“人在旅中，又根本无书可以参看，谈到的作家与
作品，徒恃记忆”。
为了使本书的学术价值不会因为文献上的些许误差而有所减损，编辑时，我们对书中的大部分文献一
一作了核对。
刚才说过，龚先生所用资料极为广博，所以此项工作也进行得有些艰苦。
好在现在检索技术发达，在计算机与纸本古籍的双重保障下，我们完成了文献的校对。
本以为这些文献会因“徒恃记忆”有不少错漏之处，但结果却是令人诧异的，相较于所有文献庞大的
底数，有疵瑕的文献数量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终于忍不住好奇之心，向龚先生打探，他莫非有一目十行的本领？
谁知龚先生却轻巧道来：这些问题我都是想了很多年的，文献平常就十分留意，所以也就烂熟于心了
（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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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文学史(上)》：不依序介绍这个人作家那个作家之生平及八卦，如《录鬼簿》；也不抄撮这篇
佳作那篇佳作，如马二先生湖上选文。
因此从性质上说，此书与历来之中国文学史著作迥然不同。
——龚鹏程小心求证，细腻精致新论迭发，大气磅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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