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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邵毅平，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专治中国古典文学、东亚文学关系。本书是作
者三十年来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论文汇编，分为初集和二集。初集收入作者自1982年至1996年十余年
间发表的论文十二篇，1996年曾由韩国的蔚山大学出版部出版；二集收入作者自那以后至今十余年间
发表的论文十五篇，并以关于蒋天枢先生和章培恒先生的二文作为附论，此前未曾结集出版过。
作者治中国古典文学三十年，仅得论文不到三十篇，数量虽然不多，内容却很厚重，基础扎实，学风
谨严，不人云亦云，不盲从成说，故本书实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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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學問堅實，文筆平實。學風甚正。
2、附论两篇表明师承，其实更是学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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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中国古典文学的趣韵2015-9-21 10:21:54 来源：上海古籍出版社 作者：孙晖作为一名中国古典文学爱
好者，精读原典自然必不可少，但偶尔一尝优秀的研究论文也是大有裨益。优秀的学术论文能让我们
更好地理解原典，还能让我们一窥作者的治学路径，了解治学之方法。当然，不是所有的论文都 能有
这样的功能。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国内学术界粗制滥造的泛泛之作实在太多，以至于那些论文食之味
如嚼蜡。不过复旦大学邵毅平教授之《中国古典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0月出版）绝对
是优秀之作。一位学者在三十余年的治学生涯中，汇编出的论文集还不到三十篇，这种写作速度在当
前国内学界是不多的，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邵教授治学之谨严，事实上这些论文也确实是基础扎实、
内容厚重、不发空论的。读《中国古典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1月出版），从中能充分
感受到作者选题的趣味，这种趣味是每位文学爱好者所共通的，这也是 我之所以喜爱的原因。本书分
为初集与二集两部分，初集为邵教授早期研究之成果（1982－1996），除涉及秦汉文学外，也有研究
古代文人及其作品的 论文。其中《论蔡邕及其史学与文学》《高明与〈琵琶记〉》《文学畸人唐寅传
》最令我感兴趣。蔡邕是东汉的大文学家、大学者、大艺术家，集经学、史学、音乐、绘画、书法诸
长于一身，实为中国古代数百年一出之俊才。有关蔡邕的史料颇多，各种故事也流传甚广。他作为东
汉末年的重要人物，《三国演义》里也“客串”一把，为董卓之死“伏尸而大哭”。这些纷繁的材料
反而导致我们对于了解真实蔡邕产生了困惑。邵教授的《论蔡邕及其史学与文学》一文正好厘清了资
料，细述了蔡邕的生平，论述了蔡邕的史学与文学，是普通文学爱好者了解蔡邕的捷径。另外值得一
提的是，此文乃作者完成于1982年的硕士学位论文。当时蔡邕研究还是一片空白，此文可以说是筚路
蓝缕之作。近年来蔡邕研究渐受重视，还出现了不少硕博士论文， 但仅就我粗浅的了解，其实大都陈
陈相因，未能超越邵作而过之，令人感叹学术进步之缓。读完《论蔡邕及其史学与文学》，下一篇论
文就是《高明与〈琵琶记〉》。凡是读过《琵琶记》之人都会产生一个疑问：蔡邕（字伯喈）和《琵
琶记》里的蔡伯喈有没有关联？读罢《高明与〈琵琶记〉》，始知缘由。蔡仲郎（二郎）非蔡中郎也
，不过高明“惜伯喈之被谤，乃作《琵琶记》以雪之”（《南词序录》语，此乃戏说）。将《赵贞女
蔡二郎》的“三不孝”改为“三不从”，使蔡二郎从一个不忠不孝、富贵易妻的薄情郎变成了全忠全
孝、贵不易妻的仁义夫君，千古传唱。文人之笔实乃胜于真枪实弹也。这种易写，邵教授认为，其实
是艺术家的文学创造意识，并附有详实之论证。此文为我们全面理解《琵琶记》及高明提供了参考。
明江南才子唐伯虎也是一位与蔡邕相类的集大成式天才，尤其是其戏剧性的个人经历更令人们津津乐
道。与之相关的戏曲、戏剧包括影视作品也 是层出不穷。《文学畸人唐寅传》用详实的史料及仔细的
考证还原了唐寅的本来面目，也让我们感叹其潮起潮落的悲剧式人生。邵教授最终对唐寅的评论是“
唐寅一生的主要意义，在于他敢于坦率地追求生命的欢乐，在于他敢 于坦率地承认‘人欲’的合理，
在于他敢于坦率地伸展自己的个性，在于他敢于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总而言之，在于他敢于坦率
地追求一种更为自由、更为真诚的生活⋯⋯”这一评判，我个人认为多少表达了中国传统知识 分子对
自己人生价值意义的思索与追求。此文最初收入陈允吉先生主编的《十大文学畸人》（上海古籍出版
社，1989），借助唐寅的知名度而广受读 者关注，甚至学界还出现了若干“效仿”之作。二集以中国
古典文学作品分析为重，是邵教授近十多年的论文集合（1997－2013），此集我个人最感兴趣之文为
《〈坎特伯雷故事集〉中铜马故事的东方来源》。这篇文章以弥尔顿的一首诗歌谈起，对《坎特伯雷
故事集》中的相关故事抽丝剥茧，从其中的叙事结构、故事情节等方面探讨了“黄铜的神马”与阿拉
伯的“乌木马”及“金翅鸟”、中国的“木鸟”和 “木马”的密切关系，最终寻找出这匹与西方的
“Pegasus”（有翅飞马）及 “特洛伊木马”迥然不同的马的本源。诚如邵教授所言：“‘黄铜的马’
从东方飞到了西方，它象征了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传达了东方文明对西方文明的问候。”作为一
名经常游历于东亚及西欧，并精通多国语言的学者，邵教授显然也是一位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而
且，能够从一匹“马”的故事着眼撰写这样一篇厚实的论文，一方面说明了邵教授的博学，另一方面
也可看出这位学者仍然秉有的有趣味的童心。因为没有童心的学者是断然不会去执着于这些市井故事
与神话传说的。而童心之贵，就在于能始终保持学者的治学之趣，能令学者写出真诚而又有趣韵之文
，即所谓“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明李贽语）。二集最后还附有两篇文章：《跟蒋
天枢先生读书》和《章培恒先生学术因缘述略》。蒋先生是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的高足；章先生既是
蒋先生的弟子，也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一面旗帜。两位都是无可争议的大师级人物。邵先生有幸受教
于两位先生，又能将他们的治学方法和教育方式通过文章发表出来，既以明学术师承，又可谓金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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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后学颇有裨益。读什么样的书是有益的？我想《中国古典文学论集》就是本有益的书，它不是
一本“为写书而写书”的“炮制品”，而是作者将近三十年学术之路上，用心耕耘，自然成熟的结晶
。通过它，我们能看到一位学者治学的路径，也能从中一窥中国古典文学的趣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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