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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唐书·文艺传序》：“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
风，缔句绘章，揣合低印，故王、杨为之伯；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
雄浑，则燕、许擅其宗；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擩哜道真，涵
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
、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
”《新唐书》对唐代文风演变的描述，基本上能够切合唐代文坛的实际状况，但对导致这一演变的内
在原因，则语焉不详。
本文认为：文坛风气转变的内因，在于文学思想的变迁；而文学思想的系统演变，则取决于文学本体
观念的更新。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曾经将科学革命的动因归结于范式的更新。
本文认为，在文学理论范畴系统中，处于范式地位的正是文学本体观念。
范式的更新，必然导致系统的转换。
具体说来，文学思潮的变迁，必然牵动创作原则、创作方法乃至题材、体制、风格以及批评理论的变
迁，唐代文风演变的真正动因实在于此。
　　范式的更新为系统的转换提供了动因，但并不意味着系统转换的最后完成。
科恩《科学中的革命》曾经将科学革命的过程区分为四个阶段：私下或单独进行的思想革命，记录或
记述新的规律或发现，在科学共同体的成员中流传这些思想，将这些思想成就进行公开交流。
而最终赢得科学工作者的普遍接受（改宗），才是“从理论革命到科学革命转化的标志”。
持此以观照唐代文学创作风尚的变迁，可以认为：个人话语转变为公共话语的过程，也就是文学革命
的过程；而权威性的文学选本对这一创作风尚的确认，应该是文学革命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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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学选本的终极目标，是通过入选作品彰显选家的理论主张。
《唐代诗文选》选录唐代散文46篇，唐代诗歌600余首。
目的是通过唐代文学的变迁，窥测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
唐代文学本体观念以及创作风尚的演变可以区分为三个阶段、三种形态：初盛唐时期崇尚原道的文学
观，注重铺陈刻画，流行形式主义批评；盛中唐时期崇尚言志的文学观，注重即事抒论，流行社会文
化批评；中晚唐时期崇尚缘情的文学观，注重内在情性的发抒，流行心理审美批评。
文学本体观念的演变决定了创作风尚的变迁，唐代文学的进程，非常经典地演绎了文学革命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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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唐代散文选　　魏征　　魏征（580－643），字玄成，唐钜鹿下曲阳县（今河北晋县西）人，迁
居相州内黄县（今属河南）。
年少时出家为道士，隋末天下动乱，魏征进献十条密计给李密，未能被李密采纳。
后随李密归唐，任秘书丞。
又劝说李绩归唐，后来担任太子李建成的洗马，曾劝太子除掉秦王李世民，太子未能采纳。
到秦王杀太子之后，又任命他为詹事主簿。
李世民登基，任命他为谏议大夫，封钜鹿县男。
历官尚书右丞、秘书监、检校侍中，进爵郡公。
贞观七年（633），为侍中，进左光禄大夫，郑国公。
再拜特进，知门下省事。
拜太子太师，贞观十七年（643）卒，赠司空、相州都督，谥号“文贞”。
　　魏征有文集二十卷，今已不传。
《全唐诗》存其诗一卷，《全唐文》存其文三卷。
唐高宗时王方庆编《魏郑公谏录》五卷，元代翟思忠编《魏郑公谏续录》二卷。
明代彭年又补一卷，今有传本。
　　十渐疏　　【题解】　　本篇作于贞观十三年（639），《通鉴》系于五月。
《贞观政要》卷十：“贞观十三年，魏征恐太宗不能克终俭约，近岁颇好奢纵，乃上书谏。
”据《旧唐书·太宗纪》，此年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三月，有星孛于毕昴。
四月，云阳石燃。
同月，突厥阿史那结社尔叛袭御营。
又自去冬至夏五月不雨。
在这一系列天灾人祸的警戒下，魏征上此书，劝谏太宗克终俭约之志，以应天顺人。
文章分十个部分，对比太宗贞观初年励精图治的政绩和今天日渐骄奢的种种表现，直言无忌，惊心动
魄。
篇末以社稷安危、国家治乱为重，以谏动太宗，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据《贞观政要》记栽，此疏进上后：“太宗谓征日：‘人臣事主，顺旨甚易，忤情尤难。
公作朕耳目股肱，常论思献纳。
朕今闻过能改，庶几克终善事。
若违此言，更何颜与公相见？
复欲何方以理天下？
自得公疏，反复研寻，深觉理强辞直。
遂列为屏障，朝夕瞻仰，又录付史司，冀千载之下，识君臣之义。
’乃赐征黄金十斤，厩马二疋。
”这样的结果，固然由于太宗能够善纳谏言，同时也说明这篇谏疏本身撼人心灵的力量。
太宗评价本篇“理强词直”，是十分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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