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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几千年来，我国的政治、文化生活孕育了丰富多样的写作文体。
“序”、“跋”是这众多文章样式中的两种。
由于“序”位于一部著作或一篇诗文的前面，被称为著作或诗文的“排头兵”；“跋”置于一部著作
或一篇诗文的末尾，被称为著作或诗文的“殿后卒”。
“序”、“跋”的特殊位置和特别的写作要求，越来越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
我对于“序”、“跋”的关注缘于有关它们的一段小插曲。
我教过多年的中学语文，后在一所大学的中文系任教10多年，多次讲授过像《兰亭集序》、《桃花源
记》(原名《桃花源诗并序》)、《滕王阁序》之类的序文名篇。
鉴赏之余，便产生了总结序文写作规律的想法。
而我对“序”、“跋”的真正关注，是在一家杂志社当总编的时候。
那时，偶有一些书稿作者要我给他们写篇序文。
一次，交序稿之后，我同书稿作者闲谈。
谈着谈着，他突然问我：“您教过序跋，写过序言，能够告诉我序跋的发展经过吗?”当时，我自是尴
尬，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对不起，我没有研究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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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序跋史论》共选出各朝代的各种“序”、“跋”代表作180来篇。
除逐一对这些“序”、“跋”的特点进行阐述外，主要是对“序”、“跋”发展的四个阶段进行了概
括总结：一是对“序”、“跋”初始阶段的不确定性进行简单阐述；二是对“序”、“跋”雏形阶段
写作的单一性进行了扼要说明；三是对“序”、“跋”完善阶段写作的多样性进行了分析评论；四是
对“序”、“跋”成熟阶段写作的灵活性进行了研究探讨。
所有这些，都是围绕“序”、“跋”在各个文学发展时期所处的性质’、地位、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
相互联系和区别而展开的。
　　《中国古代序跋史论》以时间为经、以各朝代的各种“序”、“跋”为纬，“编织”中国古代序
跋发展史；对我国文学发展的几个高峰时期，如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序”、“跋
”进行了重点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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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于敦煌词发现得晚，而且这些词大多写在古书、佛经及医方等文件的背后，原件都在伦敦博物院和
巴黎图书馆中。
这些词以前很不容易见到，更不可能搜集整理成集子，叫人或自己写上序跋。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都是现代人写作的序跋并搜集整理成册的。
从这些词的序跋中，我们可以看到与敦煌词有关的历史背景，以及敦煌词搜集整理的过程，从文化史
的意义上说，敦煌词的序跋也是有一定的历史文献价值的。
例如，朱孝臧的《云谣集跋》、龙沐勋的《云谣集杂曲子跋》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历史背景。
唐人卷的《云谣集》“今归英京博物馆”，这是一可悲。
“原题三十首，存十八首，[倾杯乐]以下佚，目亦无存”，这是二可悲。
“集中脱句讹文，触目而是”，这是三可悲。
“授经间有浞正，未尽祛疑。
”这是四可悲。
“倘[倾杯乐]诸佚词得旦暮遇之，俾期集复成完帙，益幸矣。
”这是五可悲。
朱孝臧的《云谣集跋》实际上说的是辛酸背景。
龙沐勋的《云谣集杂曲子跋》简述《云谣集》刊印过程中的得失、悲喜情状，写得波澜曲折。
其中写到翁得到三十之数的《凤归云》时高兴情状实为真切：“翁大喜过望，既悉心钩稽，复命予与
香山杨铁夫共为参校”。
写翁“会有倭警”于路途丢失此本时，“翁疾作，殊委顿”，让人为之动容。
朱孝臧、龙沐勋写的这两篇跋文，实际揭示的是这两人的赤子之心。
作品序跋，都是在作品完成或梓行的时候，由作者自己或者是与作者关系密切的人写出来的，这里面
保留了唐诗、传奇的佛教等珍贵的资料。
尤其是一些达官贵人、作家、理论家积极为作品写序跋，特别是唐朝的好几个皇帝赐序跋御笔，不但
提高了序跋的地位，而且有些序跋，提供了作品十分准确的整理、修改和成书的过程。
还有的序跋成为我们了解作品的十分直接的背景材料。
唐代作品里的序跋是我国序跋文体中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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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序跋史论》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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