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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关于唐末著名作家皮日休、陆龟蒙之研究，学术界时有论文，却未有全面深入之成果，尤其是绝少有
将“皮陆”这组文人合称作为一种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现象来深入考察的论文或专著。
福标君的《皮陆研究》（系其博士学位论文）就皮陆总体风貌及其相关问题展开分析，全面铺开，而
又重点突出，是一部结构周严、创见颇多、有学术价值的论著。
福标君可称为皮陆研究之功臣。
文人合称是文学批评史上一种常用现象，体现某些审美趣味和批评理念。
从某种意义上说，考察文人合称现象即是解释文学发展中之人际关系。
皮日休、陆龟蒙作为沉沦江湖而又个性特出的寒士，他们与文人交际的最重要方式就是诗歌唱和。
“皮陆”合称，就是因为二人在苏州刺史崔璞幕中持续过一年多的松陵唱和。
有唐一代唱和繁盛，唱和诗歌的结集也不下数十种，但经过千数年时间的汰洗，许多唱和诗集慢慢地
湮没无闻，惟一流存到今的便是皮陆的《松陵集》。
其唱和诗风亦被称为“皮陆体”或“松陵体”，得到后世批评家和创作家密切关注。
当然，皮陆《文薮》和《丛书》中的散体文，在唐末亦自领一队，风貌独特，颇受历代选家和刻书家
之重视。
皮陆的并称也与他们的散文创作有关。
但从散文创作角度的并称，是后起的意思，虽不能忽视，却不是问题的关键。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皮陆研究>>

内容概要

《皮陆研究》贯穿着明显的文献学意识，既考察了皮陆在日常生活和文学创作中接受典籍影响的大致
情况，又考察了皮陆文集在历代的流传过程。
把以博学著称的皮陆和诗歌唱和这种文学现象放在这样一个坐标下来研究，其方法是可取的、符合实
际需要的。

晚唐作家团组化的文坛风尚、程式化的诗歌创作趋势以及随之而活跃的通俗化诗歌品评体系的形成，
是皮（日休）陆（龟蒙）现象产生的文化背景。
他们都是“奇士”，有强烈的切磋互补愿望，而实现这种愿望的最好方式就是诗歌唱和。
文人唱和诗是诗歌形式发展过程中最行之有效的群体探索的途径。
《皮陆研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对唐代文学研究及唱和文学研究来说，无疑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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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福标，（1969-），湖南永兴人。
200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
现为中山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副教授。
有《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参与“东坡文钞”校注）出版，发表的论文有《论皮日休对孟浩然
的学习》、《试论唐末文坛风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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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六节 皮日休与黄巢关系献疑唐末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主要是为生活煎迫。
与此同时，连续不断的藩镇士兵叛乱，也为农民起义壮大了声威。
随着唐末文化的边缘化浪潮，大批文士流落民间。
文化学术的下移，在一定的程度上洗去了农民的愚昧和麻木，刺激和唤醒了其反抗意识。
士人本是最敏感的社会群体，晚唐科举之弊客观上造成大批下层寒士的走投无路。
他们的物质生活并不见得比社会最低层的农民和士兵好多少，而精神上的苦闷尤其不能自遣。
他们有意无意地在民间起了启蒙者的作用，反过来又很容易被这种风起云涌的时代精神所鼓舞感染。
尽管当时士人对待农民起义态度很复杂，但有相当多的人持同情观望态度则是不争的事实，有的甚至
并不以加入农民暴动为耻。
再加之黄巢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和政策也是友好的、保护性的（特殊例子除外），士人也乐于加入。
《唐诗纪事》引《五代史缺文》云：“梁室大臣，如敬翔、李振、杜晓、张策等，皆唐朝旧族，本以
忠义立身，重侯累将三百余年，一旦委质朱梁，其甚者赞成弑逆。
”可见人黄巢军的儒士很多。
因之，尽管唐末王仙芝、黄巢的兴起，对于李唐王朝来说，是和安史之乱一样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士
民的反应相对平淡些。
甚至说唐末人有一种动乱的期待，也无过分之处。
皮日休加入黄巢军，有几点重要的原因：第一，皮日休可能与黄巢有过交往。
黄巢咸通中亦数举进士，或有交游未可知。
第二，皮日休对军事问题一向比较关注，曾在苏州军事院作判官。
第三，对士兵有深厚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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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一九九九年夏末，受西北大学阎琦师之托，承学师将我收录门下。
以此，我有幸作为博士候选人，进人中山大学中文系学习。
翌年，承学师命我继续硕士论文的方向，做晚唐作家皮、陆等人的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
特殊的遭际使我的写作过程时断时续。
要不是我的妻子李莹悉心照料，我的研究工作早已中止。
其间，我和妻子得到方方面面的帮助：老父和胞弟、胞妹曾数进广州，母亲为我在家乡奔走，最切；
承学师和师母江艺平、阎琦师和师母赵可书、仇江师和师母吴至明关爱有加，最厚；美国的谈俊锋先
生和他的朋友，广州的同乡友马必文、周小江等频频向我传递真诚的友情，最难得。
另外，中山大学有关部门及中文系、图书馆古籍部诸多师友的照拂，几位师门的兄弟在百忙中热情的
襄助，虽不在此一一细数，未能忘也。
论文人笔前，刘学锴、董乃斌、张思齐、刘斯翰、张应斌诸先生给我的指示和建议虽简略，但弥足珍
贵。
在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会上，古代文学教研室的张海鸥、彭玉平二先生对我的写作提纲给予了中肯的批
评指教，并提出了具体而严格的要求。
二〇〇二年四月至六月的博士论文审阅及答辩会上，赵逵夫、管林、黄天骥、洪柏昭、董乃斌、陶文
鹏、康保成、欧阳光诸先生及吴、阎二师给予我很多的宽容和鼓励，使我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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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皮陆研究》是中山大学中文系学术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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