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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成立已近七周年了。
回忆建院之初，可谓筚路蓝缕，百废待举。
生计尚且艰辛，何谈科研！
然而就在此际，我们却依靠“化缘”而来的一点经费，设立了“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青年科研基金”
，并制定了“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科研奖励条例”，从而启动了文学院科研新的里程。
　　七年来，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已成长为拥有三系五所、六个本科专业、九个硕士授权点的我校最
大的科研教学实体。
教学规模的扩大，意味着教学任务的日益繁重，然而可喜的是文学院的广大教职工，尤其是中青年教
职工却敏感到科研较之以往更加重要。
因为教学中科研含量比重越高，就越能从根本上提高教学的质量，这也正是学校“在做大的基础上做
强”的战略方针实施的保证。
于是他们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读博士、搞科研、评职称，开创了中文系——文学院有史以来令人
欣喜、最为繁荣的科研局面。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丛书”与“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系列教材”就是在这样的情况
下于2001年应运而生的。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丛书”是一种文学院有关专业、不拘形式的丛书。
凡属文学院教师所著且受文学院出版资助的学术性专著皆在其列。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系列教材”则以二级学科硕士授权点为单位组织编写。
我们希望文学院所属各二级学科硕士授权点将来都能认真编写一套适合自己学生的、反映出自己专业
水平和特色的教材，这也是提高研究生教学质量、规范培养规格和模式的有效途径。
　　近七年来，文学院随着自身经济状况的改善，逐步加大对科研的投入，最近两年的年投入额皆
在40万圆以上。
现在在学校的关怀和出版部门的支持下，“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丛书”、“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硕士研究生系列教材”两种丛书第二批又开始出版了，她显示了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的科研又跨上了
新的台阶，我们有理由对未来更加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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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从敦煌曲子词里的“曲子”到唐五代京师坊间的“曲子词”，再到《花间集》中的“诗客曲子词
”，最后发展到宋人的“词”，这一连串的概念的演进，说明它们的内部因素包括词调、格律、音乐
等方面有相承有变化。
而对其词体内部诸要素的具体分析，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不难看出，三者的联系是主要的，也是始终的。
敦煌曲子词实际上奠定了后世词体基本走向，《花间集》和宋词是直接由之发展来的。
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敦煌曲子词的一些特性，有时并不完全为《花间集》所继承，反而后世的宋词
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更加接近于唐代词体的倾向来。
而《花间集》所反映的燕乐系统，既直接源于唐代宫廷教坊，又因特定的历史原因而有着固有的地方
特色。
在敦煌曲子词不再为中原燕乐所熟悉以后，《花间集》必然在很大程度上补给了宋代的燕乐教坊曲。
明乎此，我们就不能不对《花间集》在中国词文学史上地位加以特别的肯定：在敦煌曲子词发现以前
，《花间集》是考察词体的起源和成熟的最早历史依据；它是宋词的最早范式；而在在敦煌曲子词发
现以后，它又有力地旁证了唐代是曲子词的真正发生期，盛唐宫廷盛行的燕乐，已经培育出了这种通
俗音乐文学的范式。
敦煌作为燕乐的发源地之一，较中原腹地有着得天独厚的历史机缘来直接、及时地发扬光大之。
这里保存的中原和西北两地的曲子词是真正的早期词体，有着独立的音乐品质和文学品质，足以代表
此种新兴的音乐文学的最高成就。
而西蜀由于历史线索的断裂，所以在赵崇祚编辑《花间集》的时候，已经不能得以见到这些曲子词的
实体了。
这一方面与中唐以后河西陷蕃，中原时局板荡，两地已经失去正常联系的历史情景密切相关；另一方
面也是因为，在温庭筠以前，许多曲子词的作者是不留姓名的，随写随弃，这样也就更容易散失。
最为重要的是，中原的曲子词最初就是生长在宫廷内的，既为统治者所尽情享受，又为那些竭力维护
封建统治秩序的上层阶级所避讳歧视。
因此，中原的民间反倒不容易见到这些早在宫廷风靡盛行的作品。
敦煌由于特定的历史地理机缘，幸运地将它们相当完好地保存了下来，从而使得这一断裂千年的历史
线索补缀了起来，我们又恰好幸运地通过《花间集》理出其与宋词的交错复杂的渊源关系。
如此一来，我们可以重新观照近世学者人为地将词体的发展变为唐宋元三代歌辞的“曲、词、曲”的
历史程式，而谓那种“词、词、曲”的历史程式为“感性程式”的做法①，以及那种以“饮伎歌舞辞
”(以《尊前集》为代表)及“文人著辞”(以《花间集》为代表)作为从“曲子词”而“宋词”发展过
程之间的两个阶段②的看法，从而不难审视《花间集》之于词史上的意义。
P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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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2003年度项目的结题成果，内容包括对前后蜀作家及著作的
考略，雍陶应举、落第诗试探，雍陶寓居云南说辨析，贯休交游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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