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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以诗和文为主流与正宗的古代文学诸种文体中，词是一种颇具特殊性的文体。
首先，它“起步”较晚，“体龄”较短；其次“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
《四库全书总目·词曲类》提要）；再次，它在抒情内容、抒情方式和抒情风格等方面也有着不同于
传统诗文的自身特色。
因此，古人曾称之为“别是一家”（李清照语），而今人也有戏称其为“另类”文体者。
由此而来，历来研究宋词者在考察宋词词风嬗变的动因时，往往多着眼于词体本身而对作为其大背景
的文学思潮和精神气候关注不够，这就造成了本书作者所指出的若干评价误区与理论空白（详见本书
“绪论”部分）。
而为弥补这一缺憾，更为了拓展传统词学研究的疆域，孙虹博士遂以令人敬佩的学术勇气和理论识度
撰写了题为《北宋词风嬗变与文学思潮》的长篇论文，它突破了局囿于“就词论词”的旧格局而将北
宋词风嬗变放置于整个文学思潮的流程中加以考察，其选题显得视野开阔，立意高远，具有重要的创
新意义和理论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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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此书原为孙虹博士的学位论文，较为详细地介绍和论述了北宋词风从唐五代词转变为“宋调”的
整个过程。
作者提出了词中“宋调”这一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外延和内涵，在具体论述中，把北宋词的发展分
为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探讨又分为哲学、文学观(主要是词学观)，宋代士大夫意
识和个体研究三个板块。
其中个体研究重点以柳永、秦关、周邦彦等词作家为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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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杨海明)绪论第一节 引言第二节 忽视文学思潮的北宋词研究第三节 词风嬗变与文学思潮关系研究述
略第一章 词风嬗变与文学思潮关系研究中的理论问题评述第一节 宋代儒学复兴的进程以及宋代文学
思想第二节 宋词是词中“唐音”的承韵流响第三节 词中“宋调”——词体在宋代历史条件下的新变
第二章 北宋前期——词中“宋调”之椎轮草创第一节 北宋前期哲学、士风影响下的文学创作与观念
第二节 柳永雅词对传统士大夫意识的回归第三节 柳永雅词艺术形式中的“宋调”新质第四节 小令倚
声家初祖晏殊词的哲思化与写意性第五节 在俗艳与高雅、豪放与沉着中重组的欧阳修词第三章 北宋
中期——苏门文人对词统的颠覆与重建第一节 宋型文化成熟期苏门文人的哲学观、美学观与词学观第
二节 宋代士大夫意识对苏门文人词的全面渗透第三节 在诗词合流中趋向成熟期宋型文化的苏轼词第
四节 诗化与词化澄波共扬的黄庭坚词第五节 秦观词：北宋中期词统重新建成的标帜第四章 北宋后期
——词中“宋调”的完成型态第一节 “王学”变异背景下的士风与文艺观——兼论北宋后期“洛学”
对词体形式因素的影响第二节 北宋后期士大夫人格分裂之透视——论周邦彦压抑情欲的表象与放纵情
欲的内质第三节 词中“宋调”艺术范型探讨之一——周邦彦词富艳精工的语言特色第四节 词中“宋
调”艺术范型探讨之二——周邦彦词浑厚和雅的美学风貌结语后记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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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时代的文学思想，蕴含于这个时代的文艺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创作中，相对于文学创作或理论
批评，它属于更为内在的层次。
如果不以了解文学思想作为前提，研究这个时代的任何一种文学样式都会因为缺乏内在的理论支撑，
而流于表面化和分散化；研究一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尤其是如此。
在我们学术视野以内的研究文学思潮以及词风嬗变两类著作中，后者一般很少或根本不涉及文学思想
的问题；研究宋代文学思潮的相关著作中，对文学思想的问题或多或少要有所涉及。
其中特别是张毅的《宋代文学思想史》和马茂军、张海沙的《困境与超越——宋代文人心态史》，对
这一问题涉笔最多。
但是，这两本专著的着眼点是勾勒宋代文学思想或文人心态的发展轨迹，以诗文作为依据来描述宋代
的文学思想和文人心态。
现在要想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宋词研究的疆域，并有所创见的话，透过宋人纷繁复杂的文学创
作现象和散见于宋人各类文章中的理论与批评，抽绎出其中的文学思想，并以此为统驭，整体观照宋
代词体研究与其他文学样式的研究显然是非常必要的；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在文学流变的大视野中词风
嬗变研究成为可能。
　　第二，前人在研究宋词对唐五代词的传承关系时，过分注目于创作个体之间的传承关系，而忽略
了把宋词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它在宋代文学思想的支配下，对唐五代词在文学功用的观念上，以及在
审美时尚、题材倾向等方面作出了哪些取合，从而使宋词在文体特质与总体风貌上与唐五代词相比显
现出哪些同中之异。
　　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古代点评式批评模式有很大的关系。
在我国古代洋洋大观的理论典籍中，体大思深的文学理论著作指不多屈；并且，即使是体大思深的文
学理论著作也几乎没有不涉及文学批评的，所以我国古代词学论著也主要由对创作个体的文学批评构
成。
受这种批评模式的影响，论者在研究个体传承关系时，很容易流于创作个体之间的传承关系研究。
前文所引或认为晏殊、欧阳修传承南唐冯延巳，或认为二人传承温庭筠、韦庄，明显是传统批评模式
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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