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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出版后记　　时隔两年，龚鹏程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下册终于要和读者见面了，读者从中可以
再次体验到阅读上册时那种酣畅淋漓的快感，而对中国近一千年的文学发展态势，以及文学史写作范
式的流变，将会有一种全新的认知。
　　得窥先生这本划时代著作的全貌，我们可以从宏观上来看一看，先生这部百万字计的文学史到
底&ldquo;破&rdquo;了什么旧，又&ldquo;立&rdquo;了哪些新。
　　从1983年写作《试论文学史之研究：以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为例》一文起，先生就开始孜
孜以求新文学史的写作方式。
他不满于传统文学史如&ldquo;录鬼簿&rdquo;、&ldquo;马二先生湖上选文&rdquo;一般，按时代罗列作
家作品，却忽略文学&ldquo;这门艺术如何兴起、如何精进、如何变通，又有哪些人哪些事促成了它的
变化&rdquo;。
为了纠偏，他的文学史写作&ldquo;仅及于文学观念文学现象而止&rdquo;，&ldquo;而且只说大势，并
不处理个别人与事等小细节&rdquo;。
在这种只关注文学本身发展的理念下，文学的主角就不再是一般文学史撰述者以为的作家和作品，而
是观念。
按照这个逻辑，这本文学史著从汉朝讲起就不足为怪了，因为我们常见文学史述开篇所讲的先秦《诗
经》、《楚辞》，其实只是到了汉代才被视为独立的文学文本。
　　在先生的文学史观念视野下，中国文学的历史宛若一条湍急而下的长河，如何切入描述这股洪流
而不流于汗漫，端赖于先生认为文学发展除了历时性的大势还有共时性的&ldquo;内在结构&rdquo;。
总体说来，重要的有文质代变、文学与艺术的分合、&ldquo;文&rdquo;之意义广狭的变化、文士身份
的变化等结构部件。
依时间顺序描述这些结构部件的形态演变，就形成了这部文学史著经纬交错、恢弘扩大的气势，头绪
纷杂却又井井有条的品格。
　　先生另一极力批驳的文学史写作观念，是机械性二元对立的论证模式。
过多地强调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革命与反动、新生与腐朽，将使文学史沦为意识形态的工具。
只有摘除这些宏大叙事的有色眼镜，才有可能逼近真实的文学历史。
　　关于是否能够客观描述历史真相的问题，先生也有足够的警醒。
先生在&ldquo;后记&rdquo;中的一段话，足以代表先生的历史观：&ldquo;历史存在于诠释中，因此写
史不是用科学方法去找出真相，也不是考察一件客观史实或文本在后世的流传史与接受史，乃是在诸
诠释中探寻诠释与诠释者、诠释与时代、诠释与文本的关联，以逼显文本史实。
&rdquo;这段凝炼精辟的总结，是我们面对任何史述都应该抱持的态度，足供我们品味咀嚼。
　　先生书中许多令人拍案叫绝的观点，由于篇幅所限或宗旨所规，并未铺展论述，希望有心的读者
能够给予阐幽发微，这是对先生以一己之力重述中国文学史的努力最好的回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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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学史（下）》接续上册，起于晚唐，迄于20世纪初，全景展现了中国近一千余年文学历
史的发展变迁。

　　作者秉承自己独特的文学史观，通过剖析对文学历史的各种诠释之间共时性的互动与抗衡、历时
性的累积与变奏，上推历史本身，下探对后世的影响。
书中具体论述了晚唐的格法之学如何展开“宋诗的基本风貌
”、唐宋文人阶层如何扩大、文人的性质如何衍变、文学如何成为社会文化的基调，兼论屈原、陶渊
明、杜甫、李商隐等人如何成为文学史的重要人物、形塑后世的创作观点；文与道、骈与散、诗与词
、经与文之间的辩证，以及说唱、音乐的文学化；明清之际精致的八股文写作、文学创作的通俗化，
以及文学史写作的出现。

　　作者于两册文学史的写作中展现了“文字─文学─文化”的体系观，即以文字为基础的文学世界
逐渐扩大，文学自两汉文人阶层的形成发展到唐宋文学崇拜的社会，最终走向明清之际的通俗化，文
人阶层的内部结构在历史中不断变动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主要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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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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鹏程先生白幼才华横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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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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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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章　分裂中的文坛　
　文道渐分　
　古诗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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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章　复古论法之风　
　拟议成变　
　才与情　
　
第77章　明人的元杂剧　
　南北曲争霸　
　原本为标榜　
　
第78章　古史的通俗化　
　通俗推广的史述　
　以史为鉴的教化　
　
第79章　稗史传统复兴　
　文士炫才　
　出版情境　
　
第80章　文人才子的表现　
　才子佳人　
　审美偏执　
　
第81章　化民成俗　
　全面文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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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章　转俗为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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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3章　审美观照　
　杂　
　隔　
　
第84章　文人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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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语霸权　
　党社之争　
　
第85章　清初的风气　
　历史断裂观　
　文人意识之沿续　
　
第86章　天下之兴亡　
　隐逸传统　
　时代哀感　
　经世思想　
　
第87章　历史之意识　
　文人山林气　
　文学史意识勃发　
　
第88章　博学的趋向　
　博学于文　
　“士”的变化　
　
第89章　谐俗的气息　
　世俗化的文人　
　文学的世俗化　
　
第90章　文字的技艺　
　文人娱乐　
　创作旺盛　
　
第91章　文学的观点　
　聊斋志异　
　四库提要　
　
第92章　文风与学风　
　合经　
　通史　
　主文　
　
第93章　情性的生命　
　才情　
　性情　
　狭邪文学　
　
第94章　儿女　
　《红楼梦》与“红学”　
　历史或文学　
　情书或悟书　
　刚性或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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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5章　英　雄　
　侠义小说的系统　
　推崇侠客的时代　
　
第96章　人心　
　世道人心的关怀　
　戏曲与宗教　
　
第97章　世变　
　文学化的消融　
　游士　
　
第98章　复古　
　本乎心、本乎经、本乎古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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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0章　革命　
　文学史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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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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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格法之学齐梁到唐中叶，是个诗文立法的时代，故诗格诗例大行。
王昌龄、皎然以后，格法之学依然甚盛，但已渐由法生出了对意的关注。
不过嗣后并没有只论意不论法，格法之学仍弥漫于晚唐五代宋初，因为立法的活动还没结束。
前一段，摸索出了诗文的格律，创立了新体裁;现在，经过长期试验，亦将做些归纳，确立些新法则。
当时论诗法，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句图、一是格法。
所谓句图，《四库提要》说始于张为《诗人主客图》，因它“排比联贯、事同谱牒，故以图名”。
实则它的图是什么样，现在搞不清楚，只知当时流行这么命名，其内容均是摘选秀句以供鉴赏。
如李洞集贾岛诗句五十联及其他人警句五十联、惠崇集自己作品一百联为诗句图，以及宋太宗《御选
句图》、《林和靖摘句图》、黄鉴《杨氏笔苑句图》、《续句图》、《孔中丞句图》、《杂句图》等
，大抵均辑入北宋末年蔡传编的《吟窗杂录》卷三十四至五十。
摘句吟赏，起于南朝，《梁书·柳恽传》:“诏问读何书对曰《尚书》。
又曰:有何美句?”足见当时论文之习惯已然，刘勰、锺嵘论诗文亦然。
唐初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则是专以秀句为标目的选集，后来如杜甫论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
解闷十二首》)、王维“最传秀句寰宇满”(同上)、李白“李侯有佳句”(《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
》)、自己“为人性僻耽佳句”(《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依然强调秀句。
中晚唐此风更炽，许多人均因某一二佳句得名。
句图就出现于这样的风气中，且成为一种正式的评诗体制。
但句图亦仅盛于中晚唐北宋，此后便渐无这类评诗专著了。
原因之一，是尔后诗话与选本几乎完全吸收了这种摘句评选之法，许多选集除了选整首作品外，也选
佳句，如晚唐韦庄《又玄集》就已经是如此了。
句图渐无单独再作之必要。
另一原因，是句法的讨论，已由摘选秀句进而要比较优劣、讨论句中命意，认为诗人不能仅是贪得好
句便罢。
例如《能改斋漫录》卷八说白居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若刘长卿“春入烧痕青”语简而
意尽。
《许彦周诗话》说王元之“身后声名文集草，眼前衣食簿书堆”等语好，因为语迫切而意雍容。
《对床夜语》卷三说白居易“想得家中深夜坐，还应说着远行人”语太直，不如王建“家中见月望我
归，正是道上思家时”有曲折之意等，都是既吸收了句图之法而又超越了它。
诗格方面，首先应提白居易《金针诗格》《文苑诗格》。
白氏是中晚唐声名最大的诗人，据《因话录》卷三载“李相国程、王仆射起、白少傅居易兄弟、张舍
人仲素为场中词赋之最。
言程式者，宗此五人”，谓其词赋被人效法，奉为程式。
他们自己似乎也有意金针度化，把作文心得总结为一些规则来教人，故王起有《大中新行诗格》、白
居易有《金针诗格》、白行简有《赋要》、张仲素有《赋枢》。
徐衍的《风骚要式》还引了白氏两句诗，谓:“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
”可是他们实际的行动显然相反，都是老婆心切，要倾囊相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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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有关文学史的思考，朋辈中龚鹏程兄可说是先导者。
我在阅读龚著文学史时，文学历史之鲜活生猛，如在目前。
读文学史至此，夫复何求？
　　——陈国球，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主任我觉得这本书是让老师准备文学史更深更好的材料来源之
一。
上研究所文学史研讨课时，是很好的补充教材。
　　——蔡英俊，台湾清华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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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文学史(下册)》：纵横恣肆、议论酣畅、叙事快利，一洗教科书呆板枯涩之气。
取材既博又精于剪裁，鄙弃堆垛知识、铺排材料、抄来抄去。
新见迭出、奇锐精敏、大破俗说，极力拓展文学史讨论空间。
仿马迁班固，笔含性灵不掩才情，非编纂排比之文学史能及。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
陈国球，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主任。
蔡英俊，台湾清华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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