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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着眼于明清文学与明清文化的关系，以20世纪以来的明清文学史研究为背景，对明清文学史的相
关问题进行了宏观的描述和个案的分析。
作者首先从总体上概述明清文学史的构成特点以及明清文学史研究的成果、难点和意义，然后从纵的
线索上梳理明清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从横的方面考察明清文学与明清政治、经济、思想之间的密切
关联，最后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就作家研究、文本研究、文学史研究三个方面，讲解如何进
行明清文学史研究的相关问题。
     作者在讲授时坚持三个原则：一是“泛而不专”，即以宽泛为主，而不以专精见长；二是“大而不
小”，所选专题都具有较大的涵盖面，而不是专注于某一研究点的；三是“实而不虚”，问题的提出
和展开大都实实在在，以大量的实例为证明，并与学生进行切实的对话。
因此全书视野开阔，文史兼融，信息丰富，观点明晰，深入浅出，娓娓道来，体现出作者深刻的睿智
和澎湃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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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英德，男，1954年10月生，福建人，文学博士。
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
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等国家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的学术委员会委员。
1996年被评为北京市“培养跨世纪理论人才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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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背景(四)  一、程朱理学的明清版本  二、阳明“心学”的革新意义  三、关于李贽和“王学左派”  四
、清代理学思想的流行  五、顾炎武与清代朴学思想  六、思想演变与文学风貌第十三讲  明清文学的作
家研究——明清文学史研究实例(一)  一、作家生平研究    ◎研究实例举要一：黄宗羲的人生定位与文
化选择——以清康熙年间为中心  二、作家心理研究    ◎研究实例举要二：蒲松龄文化心态发微  三、
作家文学活动研究    ◎研究实例举要三：明代的文学传播与文学接受  四、作家群体研究    ◎研究实例
举要四：谢榛与七子社第十四讲  明清文学的文本研究——明清文学史研究实例(二)  一、文学文本的
定位    ◎研究实例举要五：《牡丹亭》的改写策略  二、文学文本的定性    ◎研究实例举要六：至情人
性的崇拜——明清文学佳人形象诠释  三、文学文本的细读    ◎研究实例举要七：《贾奉雉》的文化解
读  四、文学文体的解析    ◎研究实例举要八：明清传奇戏曲叙事结构的演化第十五讲  明清文学的历
史研究——明清文学史研究实例(三)  一、文学研究与文学史研究  二、文学史规律研究    ◎研究实例举
要九：明清传奇的历史分期  三、文学史状貌研究    ◎研究实例举要十：向后倒退的革新——论明末清
初的求实文学观念  四、文学史写作规程    ◎研究实例举要十一：如何突破文学史写作的三大传统附 
录  一、雪泥鸿爪——从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谈起  二、主要著作  三、主要论文  四、学术著作综览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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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文学史研究基本格局已经形成明清文学史研究的成果，首先表现为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格局已经形
成。
这个形成并不意味着这个格局是妥当的，仅仅意味着它已经成型了。
这就是说，明清文学史研究有了一定的定势，这个定势就是咱们多少年来作为教科书传播的《中国文
学史》给你划定的框架。
这是跑马圈地，圈出这幺一块地来了，明清文学史研究就在这个圈子里头展开。
也就是说，明清文学史只研究圈子里这些问题了，在圈子之外的东西咱们就不做了。
在这之外有没有有价值的东西呢？
还是有些有价值的东西的，但是大多数有价值的东西都在这个圈子里了。
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尤其是20世纪以来这么多学者的研究，有价值的东西基本上都已经容纳到
明清文学史研究格局的总体中来了。
当然，这个格局本身也存在着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这个格局的构成是不平衡的。
这种研究格局的不平衡性，从每一部文学史都能看出来。
从较早的、比较正统的文学史，比如谢无量的《中国文学史》、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一
直到1999年新出版的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这么多的文学史中，明清文学研究的格局构成
都是不平衡的。
总的来看，小说占的分量最大。
大到什么程度？
大家可以去作个统计，一般情况下，都超过全部篇幅的40％。
例如，翻开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明代文学部分，第一章《三国演义》，第二章《水浒传
》，你顺着往下数，诗文占几章？
诗文一共占两章。
戏曲占几章？
戏曲一共占两章。
还有一章散曲与民歌，其余五章都是小说。
清代的情况有一点变化，在清前中期文学中，蒲松龄《聊斋志异》等占一章，清初至清中叶的长篇小
说占一章，吴敬梓《儒林外史》占一章，曹雪芹《红楼梦》占一章，总共占40％。
在明清文学史中，40％到50％的篇幅是小说，20％左右是戏剧，其他20％左右是诗文，不到10％是民
间文学，构成这么一种研究格局。
那么，这种研究格局跟明清文学的构成特点符合不符合呢？
显然不符合。
按照我的统计，整个明清时期的传奇作品，包括已佚的和现存的，总数不超过3000种。
而诗歌、散文的创作究竟有多少种呢？
单是诗文集就数以万计，单篇作品更是数不胜数。
所以从数量上来说，这种研究格局显然是不符合明清文学史的实际状况的。
这种研究格局的形成，让你遗忘掉大量的诗文作家、作品，仅仅记住少量的小说、戏曲作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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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课堂教学是一门艺术，在名师手中，这门艺术往往呈现出丰富的色彩，放射出迷人的光芒。
     在当下的中国，学术著作往往呈现出严肃的面孔，给人的感觉经常是严峻的、冰冷的，因此，学术
著作总是很难理想地实现自身的接受过程，学术的普及因之受到相当大的负而影响。
     学术真的就只有人们意料的那副脸孔么？
本书对此做了一些积极的探索与尝试。
    您也许没有机会去聆听名师讲课，但有了这样的“讲课实录”在手，就相当于旁听名师讲课，应该
是可以弥补一些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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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明清文学史讲演录》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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