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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戏曲和古代文学作品，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
华夏子孙，有责任发掘开采，分析整理，让体现着东方文化的瑰宝，在世界民旗之林中焕发光辉。
自然，我们也不能一味陶醉在祖先遗泽之中，审视它，研究它，扬其糟粕，取其精华，使之有助于祖
国精神文明建设，才是我们整理古代戏曲、古代文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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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论题的确立　　纵览时人前贤的著述，笔者发现，对占代文人及其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名
家名作或者是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上，对不知名或者根本无名的文人则关注得不够。
出现这种现象，当然有其客观原因：一是名家名作在当时或后世都较为人注意，遗留下来的材料纵使
零散但相对齐全，便于研究；二是他们在文学发展过程中，通常起着引领作用，是一段历史时期或一
个朝代的文学丰碑，研究他们，等于抓住了文学的主流或核心，有提纲挈领之意义。
　　鉴于此，笔者扣算去研究那些不甚知名文人的生存与创作情况。
之所以有这种想法，首先，足自己才疏学浅，不敢去&ldquo;炒现饭&rdquo;，怕弄不出什么新东西来
，陷人抬人牙慧的尴尬境地。
其次，不知名文人尽管在&ldquo;科名&rdquo;或&ldquo;艺苑&rdquo;上默默无闻，但他们及其作品毕竟
存在过，是一种&ldquo;历史的真实&rdquo;，通过研究，或许可以认识、了解他们，进而揭示出某些
规律。
再次，是他们既然存在过，多少会留下些相关的文献，无论是蛛丝马迹般的只言片语，还是整章整篇
的记载，都值得去搜集、归纳乃至做系统的研究。
至于能搜集多少材料、研究到什么程度，这既取决于客观文献的存在情况，又取决于个人的主观努力
。
　　带着以上想法，经反复思考，笔者最终确定以晚明社会底层文人的生存状况及其谋生诗文作为自
己的研究范畴。
之所以选择晚叫下层文人，基于以下考虑。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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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明代后期许多不遇士子都有“卖文为活”或代人笔耕的现象，这些人凭借一己之文才，或出入戎幕，
或寄身藩府、大学士府，或在市井佣作诗文，或编印书刊⋯⋯凡此种种，都是以文谋生的表现，知名
者如郑若庸、吴扩、谢榛、卢楠、王稚登、俞安期、俞允文、王叔承、徐渭、陈继儒等，他们有的被
称为“相门山人”、“布衣之杰”、“江湖诗人第一流”，有的是享誉一时的名士，有的“擅词翰之
席者三十余年”，有的被列入“后七子”、“广五子”、“四十子”⋯⋯这些称号足以表明他们在当
时词坛的不平常地位，以至有人说“诗在布衣”。
这一类人有何共同特征？
谋生时的心态有什么不同？
用以谋生的诗文与一般的吟咏性情之作有何区别？
以文谋生何以能实现？
以文谋生行为对文学创作本身起了怎样的作用？
文人以文治生现象的出现对当时文坛有什么影响？
在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何在？
这些都是值得周榆华编著的《晚明文人以文治生研究》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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