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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文人与党争》

内容概要

南宋党争是南宋政治的主要表现形态，围绕党争这个轴心又产生了多层面文化活动的结构性互动。这
种互动既决定了文人士大夫的文化性格和政治命运，又深深地影响了学术与文学发展，内容十分丰富
，也极为错宗复杂。要深入地把握它，并尽可能地作出合理的解析，难度之大是不言喻的。
    作者首次揭示了南宋党争是南宋政治的主要表现形态与南宋多层面文化活动中的一个轴心，全面剖
析了围绕这个轴心所产生的结构性互动。书稿将宋金和战之争、道学与反道学之争、文学命运及其走
向，从传统的已有模式中提到党争层面上来深入剖析，为南宋政治史、理学史和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新
的视角，开拓了原先不免局限的学术视野；对理学与文学的生态环境的揭示、对士人的告密、谄谀等
风气的批判，又特具现实认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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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文人与党争》

作者简介

沈松勤，1957年生于浙江省长兴县，1988年获抗州文学硕士学位，1998年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浙江
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省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近
十年来，先后承担浙江省“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基金项目”、国家
“十五社科基金项目”；在《历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1篇；出版《张先集编年校注》、《北
宋文人与党争》等；应邀赴意大利特伦缔大学、美国哈佛大学进行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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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文人与党争》

书籍目录

引论
上编 南宋党争的背景与历程
第一章 从“靖康之乱”到“绍兴更化”
第一节 “靖康之乱”的政局
第二节 避让与亡命
第三节 “最爱元 ”与“绍兴更化”
第二章 从“赵张之争”到“绍兴和议”
第一节 “绍兴更化”与“赵张之争”
第二节 “绍兴和议”与“赵秦之争”
第三节 “绍兴和议”与“绍兴党禁”
第三章 从“隆兴和议”到“庆元党禁”
第一节 “隆兴和议”的形成
第二节 近幸势力与道学之争
第三节 道学的崛起与“庆元党禁”
第四章 从“开禧北伐”与“嘉定更化”
第一节 “开禧北伐”与“嘉定更化”
第二节 “端平更化”以后的朋党政治
中编 南宋党争的动力与文化性格
第五章 国是之争
第一节 “国是”说的形成与内涵特征
第二节 国是之争与专制文化性格
第三节 余论：“国是”下的皇权与相权之关系
第六章 学术之争
第一节 学术的经世特征
第二节 学术之争与排他性学术文化性格
第三节 余论：学术之争与“非历史化”思维方式
第七章 用人之争
第一节 君子小人之辨与用人之争
第二节 用人之争与党同伐异的政治文化性格
第三节 余论：党同伐异与《宋史》之失
下编 南宋党争与文学命运
第八章 文学群体的重组与文学命运的再造
第一节 引子
第二节 “最爱元 ”与“江西诗派”的全盛
第三节 “崇苏热”与“苏轼词派”的兴起
第四节 “吾党”行“吾道”：“道学文派”的崛起
第九章 高压政治与谄谀之风：文学命运的走向之一
第一节 高压政治的表现形态之一：专制文化政策与文学狱
第二节 高压政治的表现形态之二：谄谀之风与谄诗谀文
第三节 谄谀之风的历史与心理本源
第十章 畏祸心理与以理遣情：文学命运的走向之二
第一节 党争中的文人命运与心态
第二节 “朋党之恶”与“和陶拟陶”
第三节 结束语
后记
本书主要引用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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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文人与党争》

精彩短评

1、最大的收获是让我这个宋史盲认识了神坛上的道学大儒的另一面
2、与老师的《北宋文人与党争》连起来看更好自己感觉北宋那本写得比较扎实，论据和理论都是南
宋这本，有值得争论的地方，不过这些争论点也是阅读这本书的价值之一吧
3、很好的党争研究著作。
4、“不能据中道以自成”

　　南宋党争与南宋政权共时并生，且与北宋党争有着不可割断的历史联系。南宋文人也是以参政主
体为主要角色的；同样具有政治、文学、学术三而合一的复合型特征。
　　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民族矛盾和学术对抗，是南宋党争的历史背景。南宋党争大致经历了高宗时期
的“后新旧党争”；孝宗至宁宗开禧年间“道学朋党”与“反道学党”之争；开禧北伐到度宗朝近60
年的朋党政治三个发展阶段。
　　作者将长期不息的宋金和战之争、道学与反道学之争这两种论争，从传统的已有模式中提到党争
的层面进行研究。在解剖相关事例时，并没有简单的停留在政治与文学、学术关系的线型状态之上，
而是将其置于南宋文学生态特有的结构性互动中，考察其原生状态，分析其内在理路，揭示其生成和
发展的历史底蕴，总结出其内在规律与特征。
　　作者认为南宋党争是南宋政治与文人参政的主要表现形态。而“国是”的推行，无疑是最为显目
的表现，“国是”激化了党争。“国是”的推行，给分朋结党与党同伐异树起了正当性与合法性的旗
号，推进了人事上的打击和迫害。文化上的监控与禁锢，也强化了参政主体的专制文化性格。
　　在文学层面上，南渡后，虽然曾使得文学命运一度从低谷中走了出来，得到了再造。但是，围绕
党争这个轴心所形成的结构性互动，不可避免得造成了南宋文学的繁荣缺乏持续性。高压政治孕育的
大量歌功颂德、谄诗谀文玷污了文坛，改变了文学命运的走向。谄谀之作的大量出现是南宋文学主体
内在气质待时而发的心理与性格的一种外化形态，南宋党争极大的诱发了这一心理与性格。
　　“不能据中道以自成”（王夫之语）。“中道”即“无偏无党”“无淫过，朋党之恶”的“大中
之道”，因“朋党之恶”而不能成就泛世济民的大事业。王夫之的这一概括适合于整个南宋文人士大
夫。
5、希望能客观点，别中国特色式评论
6、不错挺好的，一本不错的书，内容很好，
7、很喜欢沈松勤先生的很多著述成果，如北宋文人与党争，南宋文人与党争，唐诗研究等。学术价
值较高，较久问题的角度较新，能发前人之所未发，道前人之所未道，笔力深厚，才力富瞻
8、作为政治史不够全面，作为文学史又不是重点，有点两边不靠的意思。国是部分可能还是余英时
先生说的更全面。不过，南宋文献本身就有不足征的问题。
9、对南宋文人党争的分析比较透彻
10、之前买过一本北宋的，看了有助于了解当时的历史，就又买了一本南宋的
11、三星半吧。最大的问题是，把党争看成决定性因素，忽略了个人的（哪怕是有限的）超越性与能
动性。另外，葛兆光把苏轼等旧党，与王安石等新党之争，理解为文化权力与政治权力之争，或可对
此书视角有补
12、跳读的，关于元祐学术的讨论对论文帮助不小！
13、“诸公可叹善谋身，误国当年岂一秦”。ps不是很懂作者为什么在承认帝王对党争的决定作用、
两次绍兴和议前后局势变换和宋军北伐成果、秦相党禁手段之毒下限之低后还是援引zy，hzl甚至hs论
证您国对绍兴和议的评价是被道学家骗了⋯⋯就因为身处zju故必然下此结论。这又算不算当代的党争
呢？
14、没多少见识。
15、打开包装袋，看到书表面有些白色灰尘。

Page 6



《南宋文人与党争》

章节试读

1、《南宋文人与党争》的笔记-第315页

        那么在影响“近世”或“今日”的宋元人“所造就”的人心政俗中，则无疑包括了宋人在朋党政
治中全面发展起来的、元人在不惜践踏“秉笔直书”的史德中巩固下来的“好己之同”“恶人之异”
的性格陋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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