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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由李双华编写的《吴中派与中晚明文学》。
《吴中派与中晚明文学》的内容提要如下：
在明代中后期的文坛上，吴中地区的文学是一支重要力量。
在中国古代，文学实际上在沿着两条路线发展：一条是据守政教传统的古典主义文学，另一条则是以
个人生活和个人情趣为中心的世俗化文学。
中唐以后，后一种文学势力逐渐强大，发展到元明，已然形成强大的世俗化倾向，诗文作家们实际上
已将大部分注意力投射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日常情感，从而形成了浩荡的世俗主义文学潮流，明代吴
中派的文学活动正是这股潮流的重要群体。
其中，沈周作为平民文人、祝允明作为乡居士绅、唐寅作为市井文人、徐祯卿作为风雅才子，从不同
方面却共同地显示出文人的民问化和文学的世俗化的历史趋势。
沈周之平和、祝允明之狂怪、唐寅之放逸、文徵明之温婉、徐祯卿之清雅，既典型地代表了昊地的文
学风貌，又标志着吴中派文学脱离古典主义文学的范畴，成为明代世俗主义文学的重要推动者和典型
代表，因而成为明代文学主湖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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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双华
　　江苏邳县人。
文学博士，南京工业大学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的教学与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与文化。
发表过《明中叶吴中士人心态及其文化意义》、《论沈周的人生态度极其文化意义》、《西门庆——
专制政体下商业资本的缩影》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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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而唐寅的这组《花月吟》就脱离了这种经典范式的审美路向，由外倾型的审美转为内省型的审美
；由关注生命的外在形式转向关注生命本身的感觉；由追寻人生的外在价值转向自身的生命体验。
明代人的内省倾向人所共知，但人们论述其源头时大都集中在理学、心学和佛教禅宗上。
实际上，这些学说所冥会的主要是抽象的天道、理念，而唐寅的内省，则是在体验自己的生命过程，
这是生命活动的具体样态，是人的生活的真实面目，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据和基本动力。
这种内省，是对自我当下生命的内省，而不是将生命抽象为天道、理念、价值等作为观念来理解，它
注重的是人的个体生命的具体感觉，这就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具体生命。
　　人在生活中遵循的是生活逻辑。
在日常生活中，生命都是具体的、感性的、情绪的，主体对自我存在的认知全依赖当下的心理体验、
感悟。
而对于每一个在世的人来说，实际经历的生命就是正在进行着的当下的生命，而不是抽象的历史描述
，更不是写在纸上的定义、规范、价值观。
生命实际上是一个体验过程，是一个心理过程，这一过程才是人的生命的真正根基，是人生最真实的
实在。
唐寅在《花月吟》中力图展示的正是这样一个生命过程、一个心理过程，它将目光集中在生命本身，
即当下存在的、生机勃勃的、有着敏锐感觉的感性生命体上，即感性的自我。
在他这里，一切抽象的东西都是虚妄的，只有感性的生命才是唯一的实在。
他不厌其烦地描述花、月、时光，就是在强调这种生命感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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