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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构建与宋代文士及文学》内容介绍：宋代文学及其承载的文化精神，不仅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
用，对后世也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的是正面作用，如关注现实人生态度、救亡图存
的爱国情怀，以及自思自立的学术精神等；也有不少负面的影响，如招致积贫积弱的国策、贯穿始终
的党争、一味内敛自省的思维方式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学习、借鉴中加以比较与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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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传统而求创新第四章  宋代文学展示文化精神之轨迹  第一节  北宋初期：人生状况的表述    一  人
宋士子婉转怀旧      （一）假借史传怀念往昔      （二）模仿唐人创作诗文    二  服膺新朝者歌功颂德      
（一）降臣表达归顺意愿      （二）受宠新贵真心颂扬    三  重文氛围中疏放身心      （一）老臣适性而
为      （二）少壮风度翩然  第二节  北宋中期：改革社会的探索实践    一  范仲淹：道德家推行新政      
（一）庆历新政半途而废      （二）道德风范长存于世    二  欧阳修：文学家诗文革新      （一）欧阳修
时代文学状况      （二）诗文革新成功的基本保障    三  王安石：政治家着意变法      （一）表达从政志
向      （二）申明变法主张  第三节  北宋后期：思考解读生存困境    一  苏轼：旷达处世      （一）多舛
人生经历的磨炼      （二）多种思想观念的支撑      （三）多样艺术才能的彰显    二  黄庭坚：诗艺寄托   
  （一）政治负累常伴      （二）诗艺承载甘苦    三  周邦彦：享受红尘      （一）文才博取声名      （二）
赋词享用人生  第四节  南宋前期：救亡与恢复的巨大努力    一  遭遇巨变之苦难倾诉      （一）乱世女性
凄楚      （二）文弱士人心态    二  抗敌复国的坚定誓愿      （一）爱国将相身体力行      （二）文坛精英
大声疾呼    三  壮志难酬的悲愤情怀      （一）“归正人”难言之痛      （二）背时者无奈感叹  第五节  
南宋后期：推崇儒学精神与追求清雅品书    一  朱熹：高扬儒学性理      （一）理学家的创作理论      （
二）贯穿性理的创作实践    二  姜夔：展示清雅品格      （一）高洁人生定位      （二）“清空”“骚雅
”词品    三  “四灵”：放情田园山水      （一）崇尚野逸清幽格调      （二）安顿衰世文人心灵  第六节 
宋末：爱国情感进发与遗民情结表现    一  靖难赴死彰显忠义      （一）展示爱国忠诚      （二）践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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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大义    二  保持气节  怀念故国      （一）记述亡国之痛      （二）长怀故国之思第五章  宋代文士致力
文化精神构建探原  第一节  文化传统惯性推动    一  维护农耕文化基础      （一）中华农耕文化构成要素
     （二）宋朝维护民族文化之努力    二  强调“夷”“夏”之辨      （一）秉承“尊王攘夷”思想      （
二）“攘夷”方式的艰难抉择    三  崇奉“大一统”观念      （一）“大一统”观念之定型      （二）宋
代对“大一统”之体认  第二节  理学思想掺入    一  宋代理学基本状况      （一）宋代理学的形成      （
二）宋代理学发展述要    二  宋代理学现实作用      （一）创新并确立儒学正统地位      （二）塑造文士
形象      （三）引导大众价值观念  第三节  优待文士之厚报    一  尊重文士人格      （一）维护师道尊严    
 （二）彰显文士声名    二  发挥文士作用      （一）与君王共治天下      （二）承传文化统绪    三  宽松文
士生存环境      （一）宥贷文士过错      （二）提供良好条件    余论：宋代文士弘扬民族文化精神之意义
   一  完善文化体系提供示范导向    二  精心结撰著述推动文化传播    三  丰富文化蕴涵发挥巨大作用主
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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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我们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了极其灿烂的文化，形成了内含丰富、影响
深远的文化传统。中华民族并非单一民族，而是由汉族等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组成。经过几千年的民族
融合，各兄弟民族共同造就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传统文化。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形
成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大家庭集体智慧的结晶。，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虽然经
历了无数的内忧外患，但中华传统文化、中华文化精神始终指导、激励着华夏儿女，发挥了不可替代
的作用。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以儒家思想为主、融汇吸收各家思想和外来思想文化，进而形成的体现
中华民族主体意识的思想体系。按照张岱年先生的意见，这一思想体系的“要素主要有四：（1）刚
健有为；（2）和与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协调。其中天人协调思想主要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
；崇德利用思想主要解决人自身的关系即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关系；和与中的思想主要解决人与人
的关系，包括民族关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人伦关系；而刚健有为思想则是处理各种
关系的人生总原则。四者以刚健有为思想为纲，形成中国文化基本思想的体系”①。与张先生“以刚
健有为思想为纲”不同，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重
在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问题。这种“调和持中”，也是与西方文化“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
精神”（人与自然的物质关系）、印度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人与自身的精神
关系）之间的最大区别之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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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化构建与宋代文士及文学》是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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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在着力突出宋代文士的文化贡献的同时，作者还进行了大量颇具新意的论述、提出了令人信服的
观点。例如在论及宋代文士开拓创新文学领域时，分别从“理念创新”、“文体创新”和“方法创新
”方面予以阐析，其中“文体创新”部分，不但进一步探讨了“以文为诗”、“以诗为词”，而且提
出了“以赋为文”的全新命题。对于自近代以来，不少论者出于所谓反对封建、开拓新面的立场，全
盘否定宋代文化的现象（如理学杀人、科举害人、“四书”制人），作者明确表示：“从学术角度而
言，宋代的‘理学’、‘科举’等，都含有宋代文士创新的成分，是宋人冲破传统、超越前人的体现
。像朱熹的《四书集注》、《诗集传》诸作，其中的解读都是自己用心所得。明清时期以之为‘圣经
’、以宋为则的作法，充分证明宋人在学术方面成就的辉煌及难以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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