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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明清文法理论研究》之所以选择明清两代文法理论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到了明清时期，文法成为
散文理论批评的核心问题，文法理论的重要性远超前代。更因为从文法理论的发展来看，明清两代才
是文法理论的成熟期。在这一时期，不仅前代文法理论涉及的所有问题都被研究者重新提出加以探讨
，取得更深入的认识，还有因文化政策、社会思潮等变化而产生的新的文法问题，也纷纷进入研究者
的视野。明清文法理论的丰富性、全面性与所达到的理论深度，都是此前文法理论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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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陆德海，男，1974年夏生，江苏淮阴人。1995年大专毕业，分配至母校江苏省淮阴县渔沟中学任教
，2000年调配至天津师范大学读研，师从吴新生师学习唐宋文学，03年取得硕士学位，同年考入南开
大学，师从张毅师学习中国文学批评史，06年6月幸获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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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第一章 明初师古派的文法理论　第一节 从宗经师古到取法欧曾　第二节 古文格调与为文必有师
法第二章 前后七子的文法理论　第一节 “文必秦汉”的师法主张　第二节 “尚法”与“达意”的综
合第三章 唐宋派的文法理论与八股文　第一节 标举“八大家”的文法　第二节 从卫道、护法到倡言
“本色”　第三节 主张“以古文为时文” 第四章 公安派的文法理论　第一节 “不拘格套”的反文法
思想　第二节 蔑弃文法与回归法度第五章 清初诗人学者的文法理论　第一节 “别裁伪体亲风雅”　
第二节 “细论文”传统的发扬七大第六章 钦定文法与史家文法　第一节 钦定的作文准则　第二节 御
选文章 及其文法标准　第三节 对“文人之文”的质疑第七章 桐城文人的文法理论　第一节 要归“雅
洁”的文法标准　第二节 从“义法”到“神气音节 ”　第三节 道、艺合一的文法理论第八章 桐城后
学的文法理论　第一节 超越法度的“意法”说和“风神”论　第二节 揭橥桐城文法新义　第三节 重
义理、重事功的文法与文风　第四节 桐城义法的坚持与突破，结束语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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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明初师古派的方法理论：第二节　古文格调与为文必有师法：一：对台阁体流弊有所不满，
并思有以救之者，正是台阁中人。在诗歌方面，有李东阳的茶陵诗派兴起，倡“格调”说以补台阁体
之肤庸冗阋；文章方面，则有王鏊宗主韩愈，倡“凡为文必有法”之说。李东阳论文主张严明诗文之
别，说“诗与文不同体”①，“近代之诗，李杜为极，而用之于文，或有未备。韩欧之文，亦可谓至
矣，而诗之用，议者犹有憾焉，况其下者哉！”所以，诗文应当各有所宗，“诗主少陵，文主昌黎”
②。同时人吴宽论文推尊韩愈，认为“唐昌黎韩氏以文章妙天下，历千百年鲜有及之者”③，李东阳
为其集作序称：“公少以经学为程试，既而遍读《左传》、迁史、韩、柳、欧、苏诸家之文，欲尽弃
其旧业，及为部使所迫，取甲科，官史局，文名满天下。老居台阁，弗究厥施，而终始于所谓文者。
”④认为吴宽与同时台阁体诸人相比，为文另有宗主，不以时文与台阁体末流之作为是。台阁作家最
重欧阳修，李东阳对“欧学”之弊亦有批判：“夫欧之学，苏文忠公谓其学者皆知以通经学古为高，
救时行道为贤，犯颜敢谏为忠，盖其在天下不徒以文重也。后之为欧文者，未得其纡余，而先陷于缓
弱，未得其委备而已失之（尔见）缕，以为恒患。文之难亦如此，苟得其文而不得其所以重天下，且
犹轻之，而况乎两失之者哉！”⑤一方面把缓弱浮碎的文章弊端归之于台阁作家抛弃了欧文的人格精
神，另一方面认为学者未得欧文文法，可以说是正中台阁体末流的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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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明清文法理论研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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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似乎有这样一个规律，某一体文学的高峰过后，后人在创作方面往往无以为
继，其理论评价方面的成果却繁荣起来。唐诗的高峰过后，宋末和明代的唐诗批评很发达。宋词之后
，词话著作不断出现。文章也是如此，先秦、两汉的文章本来是当时的口头语言提炼加工而成，韩愈
等人偏偏在唐代学习这种文章风格，形成持续千余年的正统文言文的传统，造成口头语和书面语的严
重脱节，而早已存在于通俗文学作品中的白话文长期不能登大雅之堂。文言文由于其僵化的风格和形
式，自然是一代不如一代，且越来越难读，清代桐城派的古文似乎并不比《史记》更好理解。而桐城
文派的理论是最成系统的。本书是对明清时期文法的全面介绍，按照先后顺序一一道来，是不错的专
业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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