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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正当“接天荷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之时，欣闻司马周博士的学术专著《茶陵派与明中期文坛
研究》即将出版，不由得回想起十多年来他以“荷花别样红”的热情追求学术新境界的点点滴滴，欣
慰之中颇多感慨。
司马是刚跨入21世纪之时，随我攻读博士学位的，入学后不久便将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定为《茶陵派
研究》。
曾记得，20世纪后期以来学术界逐渐注意明清区域文学的研究，引起人们很大关注的有王学泰的《以
地域分野的明初诗歌派别论》（《文学遗产》1989年5期）、严迪昌的《阳羡词派研究》（齐鲁书
社1993年版）、康保成的《苏州剧派研究》（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曹虹的《阳湖文派研究》（中
华书局1996年版）、沙先一的《清代吴中词派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徐永明的《元代
至明初婺州作家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陈广宏的《竟陵派研究》（复旦大学出
版社2006年版）、韩结根的《明代徽州文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朱德慈的《常州词
派通论》（中华书局2006年版）、刘勇刚的《云间派文学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巨传友的《
清代临桂词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纪玲妹的《清代毗陵诗派研究》（凤凰出版
社2009年版）等，对明清有关区域文学进行专题研究，颇有深化与开拓；还有陈庆元的《福建文学发
展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乔力等主编的《山东文学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彭放主编的（《黑龙江文学通史》（黑龙江出版社2002年版）、邱明正主编的《上海文学通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以及范培松、金学智主编的《插图本苏州文学通史》（江苏教育出版
社2004年版）等，其中有一家的篇幅论述明清区域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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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很厚重、学术含量很高的著作，作者知识积累比较丰厚，切入问题的学术视角新颖独到，具
有扎实的文献功底，长于考辨。
作者能够在详细梳理、解读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从流派个体的微观研究与文学通史演变的宏观视
角，将茶陵派对明中期文坛的影响做了清晰的分析和研究，既深入探讨了茶陵派与明中期文坛其他文
学派别的相互映射，又重点揭示了茶陵派在明中期文坛所产生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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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司马周，湖南岳阳人，1976年出生。
1997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
1997年到2003年，在南京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师从陈书录教授。
2005年从苏州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指导老师是杨海明教授。
现任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党办、校办和发展规划办副主任，副教授职称。
主要研究方向是明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已在《江海学刊》、《古典文学知识》、《求索》等学术刊物
上发表论文近30篇，主持完成省厅级项目3项，参与国家社科青年项目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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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节 李东阳的诗歌研究李东阳曾经自我认为：“爱画耽诗是我私，旁人休笑虎头痴”⋯，将
自己对诗画的喜爱程度与号称“才绝、画绝、痴绝”的顾恺之进行类比，以此说明对诗歌的喜爱。
李东阳对诗歌的喜爱达到了一种如痴如醉的地步，自认为有“诗癖”，“平生抱诗癖，虽病不能止”
。
晚年虽年老力衰，精神状态欠佳，但对诗歌的喜爱仍不减半分：“纵酒从来不爱身，吟诗对局总伤神
。
若教此事浑抛却，枉作山林解绶人。
”直到去世前的一段时间里，他还创作了《寿筵喜雨诗一首》、《七十自寿三首》等作品。
在他七十年的生涯中，诗歌创作的数量和成就都排在了第一位，粗略统计可知，《李东阳集》及《李
东阳续集》存诗达一千八百余题，近二千六百首，而文只有近千篇。
作为茶陵派宗主的李东阳，虽没有予以自我标榜，但他的文学创作成就魅力四射，凭借显著的创作特
色令派中成员折服，获得了大家的公认。
在诗歌方面，无论是理论还是创作他都有一个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既继承了前代的诗学风格，又启
迪了后代的诗派理论，无论是对前面诗坛的纠偏，还是对当时以及后代诗风的树立都产生了比较深远
的影响。
李东阳学生梁储在给李东阳的寿辞中如此评价其诗歌：“叙事如《书》，铭赞如《诗》，简严如《春
秋》，雄浑雅健如司马氏。
或清新俊逸而有余味，或纡徐含蓄而可深思，或至足之余溢为奇怪，沛然莫御而皆安流。
盖不专一能兼具诸体，传之后学皆可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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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茶陵派与明中期文坛研究》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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