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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公安派作家在吸收前辈作家的文学思想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这种文学
主张反映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因而很快产生了全国性影响，极大地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首先揭橥
公安派文学主张的是袁宗道，而对这种主张加以发挥并使之系统化、理论化的是袁宏道。　　在三袁
登上文坛的时候，正是李攀龙、王世贞所倡导的复古主义甚嚣尘上的时候，要宣传自己的文学主张，
必须首先击退这股复古思潮。公安派作家宣传自己的主张正是从反复古开始。袁宗道在《论文》中批
驳了李、王的复古理论。在宗道看来，不管是李攀龙的&ldquo;强赖古人无理&rdquo;，还是王世贞
的&ldquo;不许今人有理&rdquo;，都是为了掩盖他们自己的胸无识见，&ldquo;夫以茫昧之胸，而妄意
鸿巨之裁，自非行乞左、马之侧，募缘残溺，盗窃遗矢，安能写满卷帙乎？试将诸公一编，抹去古语
陈句，几不免曳白矣！&rdquo;所以复古的病源&ldquo;不在模拟而在无识&rdquo;①。宗道利用复古派
理论的自相矛盾予以纠驳，为其寻找剽窃模拟的病源，认识是很深刻的，攻击也是有力的。　　宏道
对复古派的批判比宗道更为严厉，不留一点情面。他说：&ldquo;嘉、隆以来，所为名公哲匠者，余皆
诵其诗读其书，而未有深好也。古者如赝，才者如莽，奇者如吃，模拟之所至，亦各自以为极，而求
之质无有也。&rdquo;②又说：&ldquo;近代文人，始为复古之说以胜之。夫复古是已，然至以剿袭为
复古，句比字拟，务为牵合，弃目前之景，摭腐滥之辞；有才者诎于法，而不敢自伸其才，无之者拾
一二浮泛之语，帮凑成诗。智者牵于习，而愚者乐其易，一倡亿和，优人驺从，皆谈雅道。吁！诗至
此，抑可羞哉！夫即诗而文之为弊，盖可知矣。&rdquo;①他嘲笑复古派&ldquo;粪里嚼渣，顺口接屁
，倚势欺良，如今苏州投靠家人一般。记得几个烂熟故事，便日博识；用得几个见成字眼，亦日骚人
；计骗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rdquo;②，在复古派的弊端已经暴露得异
常充分的形式下，这些激烈的批判是很容易引起强烈共鸣的。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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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湖北文化史学的开山之作，也是国内地域文化史中不可多得的精品，分为“导论”、“文学篇
”、“艺术篇”、“学术篇”、“教育篇”、“科技篇”、“宗教篇”、“民族篇”、“风俗篇”、
“性格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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