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唐代明道文学观与正统历史观的比较�>>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唐代明道文学观与正统历史观的比较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61056578

10位ISBN编号：7561056575

出版时间：2008-9

出版时间：符懋濂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8-09出版)

作者：符懋濂

页数：34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唐代明道文学观与正统历史观的比较�>>

内容概要

　　所谓文史观，就是人们对文史本质、范畴与功能的基本认知，并且由此衍生的文史观点与观念。
在唐人基本文学观中，文学与文章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或范畴：文章只是文学的一部分，文学则涵盖文
章与学问，并且以学问为内容、为核心；没有内容（言之无物）的文章，就不能称之为文学（作品）
。
文章既是学问的载体，也是文学的形式或体裁，属于文学的组成部分。
文章（多简称文）的范畴甚广，凡是以文字为载体的、足以表情达意的作品，不论其体裁、性质、功
能如何，皆可包含在内。
　　在唐人基本历史观里，不仅对“客观存在的历史”已有相当充分的认知，而且也能正确区分“主
体化历史”中的史书与史学。
修史理论或史学批评的出现，说明了唐人的基本历史观已相当进步，对于历史主体化的认识（即主体
化的原理、原则）已达到较高水平。
唐人认为史纂和实录虽然很重要，但只能存真，即保存史料；要使史书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还得讲
究编撰方法、技巧，还得依靠史论（即论赞）的阐释、论述。
　　透过历代对文史本质，文史范畴与文史功能认知的比较研究，可知唐代基本文史观的历史定位：
承前启后，一脉相传，其延续性与稳定性显而易见。
在新文学、新史学诞生之前，中国人的基本文史观只有渐变、量变，没有突变、质变。
任何事物形成、变化，一般是内因与外因互动、激化之结果。
唐代文史观的延续性与稳定性形成的因素，同样包含内因与外因两部分。
前者指文史观本身“三位一体”的内部结构，后者指文史观所依存之社会基础。
　　对唐人而言，文学不仅具有审美愉悦价值，而且包含教育、认知与借鉴等多重社会功能。
为达到功能多元化之目的，其表现手法或方式既有形象的、感性的，也有抽象的、理性的，甚且以后
者为主。
历史范畴与文学范畴虽有所不同，但两者的基本功能却大同小异：认知功能、政治功能、借鉴功能都
是文史作品所应共同具备的，而审美功能、愉悦功能也不让文学作品专美。
文史基本功能几乎完全重叠的文化特质，是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从而构建了十分相似的文化基因图
谱，而“文史合一”就是这两个文化基因图谱的产物。
　　和儒家哲学一样，属于儒家文学观的“文以明道说”具有明显的延续性与高度的兼容性（后者尤
其重要）。
它是诗教说的延续、扩大与发展，两者相辅相成，构成儒家文学观的理论基础。
明道说和长期盛行的言志说、文气说、缘情说，无论在文学理论上或创作实践上，都不存在此消彼长
的对立关系。
它们并行不悖，相互为用，甚至融为一体，构成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内容。
　　明道文学观涵盖了诗歌、散文两个领域。
在诗歌领域里，它继承了《诗经》的古典现实主义传统，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但并不排斥文学作品
的美学价值，白居易诗论可作为代表。
唐诗数量庞大，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前所未有，充分印证了明道文学观并不局限于唐代诗歌的创作
倾向、理论发展空间。
就个别诗人来看，它既不妨碍诗人的“个性自由”，也不削弱诗人的“自我意识”。
　　在散文领域里，它同样以儒家思想为哲学基础：继承了先秦两汉的朴实无华，注重经世致用，所
以论说、理性之文（以奏疏、书论为主）始终居于最主要地位。
散文作品的题旨，除了反映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就是宣扬儒家的政治理念，从轻徭薄赋、保·民养
民到王道仁政、非战反战，其积极进取的历史意义不容否定！
鉴于儒家思想的兼容性，以及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明道文学观对唐代散文的影响是正面的、积极的
，它并不妨碍散文作品多元化与多样化的趋向。
　　唐代明道文学观是正统的，而正统历史观则是明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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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之所以是正统的，是由于它具有显明的主流性、权威性与传承性；后者之所以是明道的，是因为
它所体现的经世致用或理性主义精神，也属于儒家思想。
经世致用在文学领域所释放的深度的人文关怀，其实就是古典现实主义。
　　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看，正统历史观有时、空两个范畴：传承性属于时间范畴，它决定了这种价
值取向在时间上的持久性和延续性，即由古至今。
世代相传，基本上从未间断。
主流性则属于空间范畴，它决定了正统历史观在空间上的广泛性与普遍性，即在全国范围内被人们广
泛认同、接纳，形成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状态、价值观念。
有了以上的定义或界说，就可以了解唐代正统历史观的真正内涵，除了“王朝正统性”、“政治大一
统”外，还应包括“疏通知远”、“以史为鉴”两个层面，因为这些价值观念均具有主导性、传承I生
和实用性，都属于传统历史观念中的主流意识。
四大文化元素缺一不可，其中仍以政治大一统为其主体、为其基石，因为它属于政治理念中的终极目
标范畴。
任何手段都从属于目标，并为目标服务，无一例外，王朝正统性、疏通知远、以史为鉴亦然。
　　无论是诗教说，还是明道说，其核心价值均为经世致用或实用主义，即将文学作为“修齐治平”
的文化软件；而正统历史观内涵中的政治大一统、王朝正统性、疏通知远、以史为鉴，则可归纳为“
经世致用”四字，同样是将历史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文化软件。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经世致用”便成为唐代明道文学观与正统历史观最主要的共同特征，也是
维系两者文化共性的坚韧纽带。
　　从隋唐到清代的一千三百余年间，中华帝国虽曾一再发生分裂，但最终又重归于统一。
这种“分久又合”的历史现象，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其原因不止一端，而且相当复杂，但是归根结底，作为正统历史观核心的大一统思想起着决定性作用
。
这是因为大一统思想是各种客观条件的集中体现，并且在政治上充分发挥了其主观能动性，中央集权
、科举制度乃至汉字系统，都是其政治产物。
　　政治大一统的构建与维系均需要中央集权体制。
在君主专制时代里，皇权是中央集权体制的核心，皇权强弱在最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央集权体制的成败
。
因此，维护皇权就成为唐代历史家不可推卸的政治使命。
所谓“维护皇权”，在此有两层含义：一是支持郡县制，反对封建制（分封制），因为后者必然在客
观上最终削弱皇权，不利于中央集权体制。
二是借助史书或奏议，不断提醒最高统治者要成为贤君，要施行仁政，居安思危，不要得意忘形，滥
用权力。
　　唐人对边塞战争、华夷关系与藩镇割据的理性认知，是构建唐代政治大一统思想的三个层面。
从唐代文史家的诗文里，不难发掘在每一个层面里，都存在着政治大一统思想。
由此还可以进一步推论：大一统思想在唐代已普遍存在，并已渗入唐代文史家的灵魂深处，所以构成
正统历史观的核心价值和最重要的中华文化遗产之一。
唐代文学家主张“文以明道”中的“道”，既然也包含“政治大一统之道”在内，所以明道文学观与
正统历史观在大一统思想里再度交会，可以说是顺理成章。
大一统思想不仅是唐人正统历史观的核心内涵，同时也是明道文学观的主要内涵之一，所以它自然成
为两者的共同文化基因。
　　到了唐代，作为正统历史观重要内涵的“以史为鉴”，不仅是一种价值观念，而且是一种具有实
用功能的政治哲学，即治国平天下的行动指南。
因其传统性与正统性，在唐代的谏议制度之下，甚至转化为足以制约皇权的思想武器或道义力量。
例如，吴兢的《贞观政要》不仅在理论上提倡“以史为鉴”，而且请求唐玄宗付诸实践，效仿贞观之
治业；也就是试图将。
‘以史为鉴”落到实处，将这一抽象理念具体化、政治化，发挥其实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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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满足当时社会发展与文化生活的需要，文学必须和历史结合为一体，优先并充分发挥其社会
功能（包括教育功能、借鉴功能在内），而后才轮到个人的审美娱乐情趣。
文史的共生关系，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共同基石之上的！
唐代文史家站在同一战线，同声批判南朝文学——尤其是“宫体”，并不意味着他们缺乏审美意识。
他们嘲讽南朝文学中的“亡国之音”，即依据儒家的“诗可以观”这一文化传统。
　　历史家刘知几相信史以文传，因“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他鄙视、排斥华而不实的诗文，重视
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
他非议作品堆砌词藻，滥用典故，但并不忽视语言文辞之美；他在语言运用上要求区分文史，但在社
会功能上，又主张文史合而为一。
可见刘知几的文学观是个复杂的、矛盾的统一体，绝非“政治工具说”所能概括。
魏征等其他历史家的文学观中也不尽是微言大义，或者说在微言大义之外，还有完全属于作家个人生
活的审美情趣。
　　韩愈所处的中唐时期，佛、道两教属于破坏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势力，宦官与藩镇属于削弱皇权
的分裂主义势力，而四六文则属于阻碍儒学复兴的保守势力。
自始至终，韩愈借助“历史”的权威与政治功能，排斥佛老，推崇儒学；反对宦官专政与藩镇割据，
拥护中央集权体制；摈弃四六文，倡导古文运动。
其最终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即全力维护唐帝国的政治大一统，而这一政治理念来自韩愈的历史观。
　　柳宗元的历史观蕴含两大核心内容：除了反对藩镇割据，拥护中央集权，就是否定董仲舒的天人
感应说与皇权天授说，提倡人本主义，强调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不过，反对皇权天授之说，不等于主张限制或削弱皇权，所以它和拥护中央集权体制没有任何矛盾之
处。
柳宗元和董仲舒虽在哲学本体论上，存在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在历史哲学或历史观上，又
存在着人本主义与神本主义的矛盾，但对于维护中华帝国的政治大一统，两人的见解却是完全一致的
。
　　在文史合一观念的指引下，唐修正史列传的文学色彩相当鲜明、强烈；而从文学在唐代史书中的
位置，又可知“史中有文”这一文化基因，历久弥新，世代相传，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优良传统之一
。
它在保存与丰富古典文学遗产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中国古典小说（从传奇小说到章回小说）
的创作，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文史合一的文化传统在唐代得以延续与发展，其主要原因是唐代的明道文学观和正统历史观含有
共同的文化基因，即由儒家思想所释放的认知功能、教育功能与借鉴功能。
文中有史，史以文传，从而构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传统特征。
历史在唐代文学作品中的重要位置，既反映了文学家深厚的历史情结，亦深化、丰富了文学作品的文
化内涵。
　　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新史学与新文学既然同步形成，人们不但对文史本质有了全新的界说
，而且对文史范畴、功能的认知，也发生了质变。
但因古今文史观的歧异，也出现新旧文史脱轨或脱节的文化现象。
因此，在分别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古今文史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的同时，也应逐步推行旧文学与
新文学、旧史学与新史学之全面接轨，以促进中国新文学与新史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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