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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下）》

前言

　　出版后记　　时隔两年，龚鹏程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下册终于要和读者见面了，读者从中可以
再次体验到阅读上册时那种酣畅淋漓的快感，而对中国近一千年的文学发展态势，以及文学史写作范
式的流变，将会有一种全新的认知。　　得窥先生这本划时代著作的全貌，我们可以从宏观上来看一
看，先生这部百万字计的文学史到底&ldquo;破&rdquo;了什么旧，又&ldquo;立&rdquo;了哪些新。　　
从1983年写作《试论文学史之研究：以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为例》一文起，先生就开始孜孜以
求新文学史的写作方式。他不满于传统文学史如&ldquo;录鬼簿&rdquo;、&ldquo;马二先生湖上选
文&rdquo;一般，按时代罗列作家作品，却忽略文学&ldquo;这门艺术如何兴起、如何精进、如何变通
，又有哪些人哪些事促成了它的变化&rdquo;。为了纠偏，他的文学史写作&ldquo;仅及于文学观念文
学现象而止&rdquo;，&ldquo;而且只说大势，并不处理个别人与事等小细节&rdquo;。在这种只关注文
学本身发展的理念下，文学的主角就不再是一般文学史撰述者以为的作家和作品，而是观念。按照这
个逻辑，这本文学史著从汉朝讲起就不足为怪了，因为我们常见文学史述开篇所讲的先秦《诗经》、
《楚辞》，其实只是到了汉代才被视为独立的文学文本。　　在先生的文学史观念视野下，中国文学
的历史宛若一条湍急而下的长河，如何切入描述这股洪流而不流于汗漫，端赖于先生认为文学发展除
了历时性的大势还有共时性的&ldquo;内在结构&rdquo;。总体说来，重要的有文质代变、文学与艺术
的分合、&ldquo;文&rdquo;之意义广狭的变化、文士身份的变化等结构部件。依时间顺序描述这些结
构部件的形态演变，就形成了这部文学史著经纬交错、恢弘扩大的气势，头绪纷杂却又井井有条的品
格。　　先生另一极力批驳的文学史写作观念，是机械性二元对立的论证模式。过多地强调先进与落
后、正确与错误、革命与反动、新生与腐朽，将使文学史沦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只有摘除这些宏大叙
事的有色眼镜，才有可能逼近真实的文学历史。　　关于是否能够客观描述历史真相的问题，先生也
有足够的警醒。先生在&ldquo;后记&rdquo;中的一段话，足以代表先生的历史观：&ldquo;历史存在于
诠释中，因此写史不是用科学方法去找出真相，也不是考察一件客观史实或文本在后世的流传史与接
受史，乃是在诸诠释中探寻诠释与诠释者、诠释与时代、诠释与文本的关联，以逼显文本史实
。&rdquo;这段凝炼精辟的总结，是我们面对任何史述都应该抱持的态度，足供我们品味咀嚼。　　先
生书中许多令人拍案叫绝的观点，由于篇幅所限或宗旨所规，并未铺展论述，希望有心的读者能够给
予阐幽发微，这是对先生以一己之力重述中国文学史的努力最好的回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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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下）》

内容概要

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 陈平原，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主任 陈国球，台湾清华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 蔡英
俊  联合推荐
最具史才、史学、史识的《中国文学史》
文采   纵横恣肆、议论酣畅、叙事快利，一洗教科书呆板枯涩之气。
学问   取材既博又精于剪裁，鄙弃堆垛知识、铺排材料、抄来抄去。
见地   新见迭出、奇锐精敏、大破俗说，极力拓展文学史讨论空间。
性情   仿马迁班固，笔含性灵不掩才情，非编纂排比之文学史能及。
有关文学史的思考，朋辈中龚鹏程兄可说是先导者。我在阅读龚著文学史时，文学历史之鲜活生猛，
如在目前。读文学史至此，夫复何求？——陈国球
我觉得这本书是让老师准备文学史更深更好的材料来源之一。上研究所文学史研讨课时，是很好的补
充教材。——蔡英俊
本书接续上册，起于晚唐，迄于20世纪初，全景展现了中国近一千余年文学历史的发展变迁。
作者秉承自己独特的文学史观，通过剖析对文学历史的各种诠释之间共时性的互动与抗衡、历时性的
累积与变奏，上推历史本身，下探对后世的影响。书中具体论述了晚唐的格法之学如何展开“宋诗的
基本风貌 ”、唐宋文人阶层如何扩大、文人的性质如何衍变、文学如何成为社会文化的基调，兼论屈
原、陶渊明、杜甫、李商隐等人如何成为文学史的重要人物、形塑后世的创作观点；文与道、骈与散
、诗与词、经与文之间的辩证，以及说唱、音乐的文学化；明清之际精致的八股文写作、文学创作的
通俗化，以及文学史写作的出现。
作者于两册文学史的写作中展现了“文字─文学─文化”的体系观，即以文字为基础的文学世界逐渐
扩大，文学自两汉文人阶层的形成发展到唐宋文学崇拜的社会，最终走向明清之际的通俗化，文人阶
层的内部结构在历史中不断变动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主要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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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下）》

作者简介

龚鹏程，祖籍江西吉安，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毕业。曾任淡江大学文学院
院长，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创校校长，台湾学生书局总编辑等职。曾获台湾中山文艺奖、中兴文
艺奖、杰出研究奖等奖项及台湾校园十大名师、台湾十大金榜专栏作家称号。2004年起，历任北京师
范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现为北京大学教授。
龚鹏程先生自幼才华横溢，研究领域涉及中国文学、史学、哲学、宗教等，博古通今，著作等身，有
“天下第一才子”之美誉，是当代享誉海内外华人世界的知名学者。至今正式出版专著70余种，其中
在内地出版的有：《游的精神文化史论》、《中国文人阶层史论》、《文化符号学导论》、《文学散
步》、《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国学入门》、《侠的精神文化史论》、《中国小说史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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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下）》

章节摘录

版权页：格法之学齐梁到唐中叶，是个诗文立法的时代，故诗格诗例大行。王昌龄、皎然以后，格法
之学依然甚盛，但已渐由法生出了对意的关注。不过嗣后并没有只论意不论法，格法之学仍弥漫于晚
唐五代宋初，因为立法的活动还没结束。前一段，摸索出了诗文的格律，创立了新体裁;现在，经过长
期试验，亦将做些归纳，确立些新法则。当时论诗法，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句图、一是格法。所谓句
图，《四库提要》说始于张为《诗人主客图》，因它“排比联贯、事同谱牒，故以图名”。实则它的
图是什么样，现在搞不清楚，只知当时流行这么命名，其内容均是摘选秀句以供鉴赏。如李洞集贾岛
诗句五十联及其他人警句五十联、惠崇集自己作品一百联为诗句图，以及宋太宗《御选句图》、《林
和靖摘句图》、黄鉴《杨氏笔苑句图》、《续句图》、《孔中丞句图》、《杂句图》等，大抵均辑入
北宋末年蔡传编的《吟窗杂录》卷三十四至五十。摘句吟赏，起于南朝，《梁书·柳恽传》:“诏问读
何书对曰《尚书》。又曰:有何美句?”足见当时论文之习惯已然，刘勰、锺嵘论诗文亦然。唐初元兢
《古今诗人秀句》则是专以秀句为标目的选集，后来如杜甫论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解闷十二
首》)、王维“最传秀句寰宇满”(同上)、李白“李侯有佳句”(《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自己
“为人性僻耽佳句”(《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依然强调秀句。中晚唐此风更炽，许多人均因某
一二佳句得名。句图就出现于这样的风气中，且成为一种正式的评诗体制。但句图亦仅盛于中晚唐北
宋，此后便渐无这类评诗专著了。原因之一，是尔后诗话与选本几乎完全吸收了这种摘句评选之法，
许多选集除了选整首作品外，也选佳句，如晚唐韦庄《又玄集》就已经是如此了。句图渐无单独再作
之必要。另一原因，是句法的讨论，已由摘选秀句进而要比较优劣、讨论句中命意，认为诗人不能仅
是贪得好句便罢。例如《能改斋漫录》卷八说白居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若刘长卿“春
入烧痕青”语简而意尽。《许彦周诗话》说王元之“身后声名文集草，眼前衣食簿书堆”等语好，因
为语迫切而意雍容。《对床夜语》卷三说白居易“想得家中深夜坐，还应说着远行人”语太直，不如
王建“家中见月望我归，正是道上思家时”有曲折之意等，都是既吸收了句图之法而又超越了它。诗
格方面，首先应提白居易《金针诗格》《文苑诗格》。白氏是中晚唐声名最大的诗人，据《因话录》
卷三载“李相国程、王仆射起、白少傅居易兄弟、张舍人仲素为场中词赋之最。言程式者，宗此五人
”，谓其词赋被人效法，奉为程式。他们自己似乎也有意金针度化，把作文心得总结为一些规则来教
人，故王起有《大中新行诗格》、白居易有《金针诗格》、白行简有《赋要》、张仲素有《赋枢》。
徐衍的《风骚要式》还引了白氏两句诗，谓:“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可是他们实际的
行动显然相反，都是老婆心切，要倾囊相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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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下）》

媒体关注与评论

有关文学史的思考，朋辈中龚鹏程兄可说是先导者。我在阅读龚著文学史时，文学历史之鲜活生猛，
如在目前。读文学史至此，夫复何求？　　——陈国球，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主任我觉得这本书是让
老师准备文学史更深更好的材料来源之一。上研究所文学史研讨课时，是很好的补充教材。　　——
蔡英俊，台湾清华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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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下）》

编辑推荐

《中国文学史(下册)》：纵横恣肆、议论酣畅、叙事快利，一洗教科书呆板枯涩之气。取材既博又精
于剪裁，鄙弃堆垛知识、铺排材料、抄来抄去。新见迭出、奇锐精敏、大破俗说，极力拓展文学史讨
论空间。仿马迁班固，笔含性灵不掩才情，非编纂排比之文学史能及。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
。陈国球，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主任。蔡英俊，台湾清华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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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下）》

精彩短评

1、政治课必读教材
2、如果能够把自己的观点更系统的表述一下，对内容再精加工，会很经典
3、下册终于出来了
4、盼之已久。
5、包装很烂'''封面有破损'''不知道是运输的问题还是什么''很像二手的''''
6、龚鹏程作品
7、第一次拿到的书，内页有十几页有折损，提交了换货申请后，两天内当当派人来换货了，非常顺
利。冲着这服务，给个五分，也作为当当以后改进送书质量，不至于让顾客换货的鼓励吧。
8、撥反強調斷裂性的史觀。可惜篇幅太小。
9、龚氏绝妙好书
10、一本真正的中国文学史，立足于文学本身。
11、多读多喜欢
12、大作
13、和大陆很多专家的角度还是不同的！
14、此后读旁人评点、史论，至如看小儿弄狗
15、一天一章地啃下去，待啃完，有一种满级了的感觉。。。。。
16、龚鹏程的中国文学史独具特色，学术个性极其鲜明。他不满于旧有的、把文学史写成政治史和社
会史的做法，重新标举“文学史”的大旗，这种大气度不得不由衷感佩！⋯⋯
17、这本书叫所有文学史研究失去光彩
18、很好，推荐，有启发，开卷有益。
19、封面不同
20、一如既往的好书  精品
21、读讫上下两册，方法论的超越最能让人耳目一新，大感畅怀
22、龚鹏程有才子型学者之称，在台湾，他的文史类著作已有四五十种出版，且大多是涉猎异常广博
的厚重专著。在这部《中国文学史》中，他指出了自鲁迅、胡适以来的中国文学史进入的歧途，那就
是不合理地套用西方体例，且后又严重受到进步史观的影响，导致重“史”而不重“文学”，无视历
史中的文学审美。龚鹏程此书可以“洋洋洒洒”来形容，虽为教学之用，但在每一章节中他从不给一
时一派一个文学... 阅读更多
23、书不错，发货快，正品，值得一读。
24、下册始自晚唐，终于民初，中华文脉断绝于斯，似是而非的西方文学传统李代桃僵；词本婉转以
代言而言，志道之追求实乃求古塑造其典范，从文学至于文化形成特殊的文士阶层，高相标举亦成社
会之风向；文士的文学批评意识使得宋代诸多文体欲立规范，常与变之间，文道、诗词、骈散、艺文
皆有分合；元趋唐调，清承明制，古史的通俗化与传奇稗文合流，雅俗相生，世道变坏游士寒切，转
向内心之探索；复古是晚清文学发展主轴，西方文化却已悄然而至，近代文学史的研究便由模仿后一
路向渐行渐远了⋯⋯
25、龚鹏程是才子，也是高产者，前人所谓“著作等身”，对他而言是远远不够的，其著作堆砌起来
应该超过他两倍身高。但也毋庸讳言，诸多著作泥沙俱下，良莠不齐，而且重收现象严重，改头换面
就粉墨登场。本书还算不错，尽管不少内容和之前的著述有交叉，但整体框架还是自成一格。但也仅
限才子本色，臧否人物，任意挥洒。有其慧眼独具之处，但也有英雄欺人之处。说是文学史，其实多
半是以论带史，甚或以论代史。对于前人文学史著作如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等肆为批判，对于
自己的缺点却轻描淡写，甚至大言不惭地自以为是。平情而论，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学史其实都不可或
缺。一者供人了解史事，一者令人增长史识。史事缺少史识的提升，只是散乱的一些人物、事件和作
品；史识缺少史事的铺垫，则易流入空泛而不切实际。所以本书值得看，但不值得信奉。
26、翻過，多有頗異前人之說者，雖不必盡確，要皆有所思者，可詳味之。
27、如果我的中国文学史学问历程不中断于明年春天的话，以下几年的学习基点大概就在于这部文学
史了吧······大开眼界！
28、只能说作者太有魄力了！我要一遍一遍反反复复的读。但是，也不能全信作者所言，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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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有自己的想法。
29、作者是台湾人视角不同
30、不引今人一字的文學史
31、比上册好一点，常识性的错误减少了。讲元代文学那几章较精到。但比上册暴露出更多的问题是
，许多章节的内容不宜放在“文学史”里讲，“聱牙戟囗，不能终篇”，东讲一块西讲一块，全书没
有贯穿。龚氏总说别人的文学史不好，其实台湾有几位学者所著的《中国文学史》就很棒，不是没有
榜样。
32、orz... 其实是我看的第一本文学史 真是大手笔呀   
33、总算读完了。最后一章倒是印象深刻。
34、今天到货，还没有读，就感觉很不舒服：1，两本书看上去不象一套书，一套书封面设计不能是两
种风格两种样子，封面差别太大。2，上册的扉页有明显错误，“上册”两个字应该紧跟着书名，却
排在了作者名字的下面。3，依我的浅见，书名不准确，虽然属于另外的学术问题，或者与大陆方法
与习惯不同造成我这样的感觉，根据内容应该叫史论更恰当些，创新当然无疑，跟大陆学者确实不一
样，但这种体例也不算很新意，林庚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也象是专题性结构，但遵循年代是很明显的
，还有，剑桥的插图各种史著，不少也是一个个专题结构。一个12年出版一个是09年，有同时出版的
版本吗？
35、这是我在亚马逊网店购物，帮朋友买的书，是正版的，价格也挺实惠的，而且快递超给力。
36、虽然这类书已有多种，但还是喜欢有特色的、高质量的。
37、文学史应该展现历史中的审美活动，而不是后人构拟的文化想象。
38、略读过，太深，但是有收获，值得一读。
39、比上冊更具個人觀點。
40、于无数文本间勾连纵横，灵光四溢，方为才子。
寻章摘句的文学史看多了，缓口气吧！
41、经典作品，作史作教材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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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此书非极大自负者不能为也。何以见得？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写作，几乎是一项impossible mission。
仅仅从“文学史”的观念看，这一名词的关键点究竟在文学还是在史就值得深思。如果说是文学，那
么重心必定放在文本的审美与批评，但这又是一件见仁见智的事情，没有任何评价标准是永恒的；如
果说是历史，那么重心必定放在历时线索的勾勒与评价，但这又难以从历史学的学术框架中独立出来
，诸如文学文本的考证、作家的生平等等，都属于史学的范畴。在我看来，所谓“文学史”，根本上
就是文学批评史，并没有一种脱离批评的、纯客观的文学史存在，换言之，由于历朝历代的读者对过
去及当时的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历史地位等评价迥异和矛盾，甚至会不断重构过往文学的历史价值
，这就导致了文学史本质上其实是批评史的状况。龚氏《中国文学史》乍看上去不像“文学史”而更
像“批评史”，也是因为如此。所以，文学史的写作确如龚鹏程自己所说：“文学史是以文学为对象
的历史研究，因此，他所要建立的知识，就是一种关于文学的历史知识。但同时，文学史又是充满了
历史意识和观念的文学研究。”（第14页）这句话固然拗口，却是作者必须在“文学”和“历史”之
间寻找那块既非“历史”又有一定批评标准的领域的努力。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学术为天下裂，“经
史子集”被“文史哲”取代，前者不必多说，后者则纯粹是学科建制。所以，文学史学科的诞生就意
味着传统学术中关乎文学的那些方法、观念等的死亡。龚鹏程说：“中国文学，卒于《中国文学史》
开始写作之时”（第446页），此言极当。作者在第100章中透彻的看到的文学史教材最大的几个弊端
：分期法、历史进化论、现代意识和以西方文学为模板的文体分类。其实这几项都可以纳入到“古今
之变”中来。古代文学史的写作首先是出于近代学科中“文学”这一科目教育的目的而产生的，从林
传甲《中国文学史》、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到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再到中共建政后先后
出现的游国恩、章培恒、袁行霈版文学史，包括同一时期港台出现的文学史，他们固然随着时代变迁
而不同，但其共同点皆是“合古今之变，泯众家之言”，也就是写一本基础性的教材，尽量消除一己
之见解，尽量吸取最新的成果，尽量把古往今来庞大的内容整合到一种叙述中。不然，就无法起到对
现代人进行迅速且基本的文学审美和教育的目的。在这个框架下，文学史教育基本上是两大块，一块
为文学史，一块是文学作品，后者即中文本专科教育中比比皆是的“作品选”。在实际情况下，作为
基础课的古代文学史就是按照一个清楚但未必准确的线索，引导初学者欣赏名著名篇。一个好的中文
系老师会特别强调学生去阅读作品，而不必太计较文学史。所以，龚鹏程指出这类文学史本质上就是
马二先生选文，虽刻薄却不错。但龚鹏程却由此认为这类教科书从此可以休矣，却未必然。因为在实
际情况下，对一些只是想对文学史略知一二的读者而言，文学史越简明清楚越好；而对那些有志于文
学研究的读者来说，谁读大三大四还捧着本文学史教材读呢。所以，龚鹏程有心另起炉灶，倒不必和
教材过不去。但既然要写一本全新的文学史，成一家之言，龚鹏程就必须抛弃“教材”的写法。也就
必须对“文学”“史”两个观念进行新的整合。用他自己话说：“写史不是用科学方法去找出真相，
也不是考察一件客观史实或文本在后世的流传史与接受史，乃是在诸诠释中探寻诠释与诠释者、诠释
与时代、诠释与文本的关联，以逼显文本史实。”（第459页）宏观上看，龚氏的文学史力图在观念的
层面写出新意，他要克服文学史写作在“审美”和“实证”两个维度非此即彼的矛盾。在相当意义上
说，他的确成功的实现了这一点。在《中国文学史》中，作者既没有孜孜探求一种史学意义的客观真
实，也没有停留在诗话词话层面的一己之审美评判。他的理论不是一以贯之的，甚至说他并没有什么
理论。他的各个章节虽然按照历史时间线性排列，但并没有按时间刻意安排起承转合的逻辑，各个章
节更像是古代山水画所谓的“散点透视”。他所要达成的目标是求得文学在某时某刻的当下“真实”
。所以，在他的论述中，他对很多在过去的文学史里反复提及的事件不置一词，却又对曾罕有提及的
现象详细阐述，而章节之间又藕断丝连，这绝不是对旧有文学史进行补充，而是一种全新的写法，有
种四面出击，各个击破的感觉。不过，同样从宏观看，这本书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即：尽管本书成
功的突破了教材式文学史的局限，但并未达成作者所自称“我的写法才是真谛”（第459页）的效果。
何出此言？一种文学史如果要颠覆前作，关键在于其写史观念背后有思想的巨变。“文学史”之所以
能“取代”四库的“诗文评”，当然是因为古今变革之下关于文学的观念俱已改变。或者说，是诸如
“整理国故”这样的启蒙观念决定了五四之后文学史写作的形态。而龚鹏程此书仍然没有突破这一影
响。前文已述，古代文学史本质是批评史，在古代，决定着批评史形态的主要是背后的儒道释观念。
当这些传统观念发生变革，文学认知也随之变化，才导致作为现代学科的“文学史”的出现。过去一
百年的文学史和龚氏的文学史之间是否发生过巨大如古今之变的变革呢？没有。当然这不能苛责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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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只有文学批评以及背后的儒道释“理论”，与西方现代文艺理论那种摇曳多姿的风貌迥然
不同。自现代以来，汉语原创的文学理论成就微乎其微，因其恰恰受制于中国传统思想尚未走出古今
之变的困境。换言之，在中国传统思想在现代中国真正找到出路之前，任何文学史的写作都难以取得
宏观上的根本进展。从微观方面，我们则不得不对龚鹏程在书中纵横恣肆的才气所折服。他在尽可能
沿着时间叙述文学陈迹的同时，凡有特成问题、或自成体系、或别有说法、或前人舛误之处，即宕开
一笔细细阐发、“批驳弹正”。这的确克服了教材式文学史的弊端。让全书颇显摇曳多姿，而非平庸
直白。更对很多陈陈相因的说法毫不留情地批驳，例如说陆机的《文赋》重点不是“缘情说”而是“
绮靡说”；再如批驳当代人普遍喜欢用“抒情传统”来臆测古人作品，把很多代言体都说成是实有其
事；再如论宋人整理杜甫诗“不只建立了杜诗学，也建立了整个文学作家研究的程序和方法”（下册
第56页）；再如认为元杂剧在文学史中的光环其实并不可靠等。有人觉得这本书“好看”，大抵主要
集中在这一部分。龚氏却对此自陈：“我欲拨乱反正，反而使文章如曳泥水而行，甚不清畅。实则此
乃本书之疵疣，是不得已的。”（后记）看来他对自己这些才华横溢之处并不看重，这倒不是他谦虚
，因为这些或唱反调、或立新说之处，有一些虽然在教科书上还言之凿凿，但早已经被学界扬弃，如
论屈原和古文运动皆出于后人追认、八股文之正面性等。还有一些观点，若你勤关注海内外期刊论文
和新著，必定会觉得也不新鲜，如龚氏从传播角度讨论唐诗的流布（第300页）等。大家习惯了对学界
论文多是垃圾的指摘，其实并不见得。很多论文也有真知灼见，只是要经过一番披沙拣金的功夫罢了
。还有一些观点，看似颇新，其实和旧说并无本质不同，例如龚氏反驳“文人向民间学习，将其文人
化”的模式，认为是“民间向上流靠拢，被文人收编改造”（论南朝文风、论宋词），乍闻耳目一新
，实则二说并无区别。还有些细节错了，如误信明初“徐一夔作贺表遭斩”（第180页）事，即为一例
。但不管怎么说，《中国文学史》令人痛快之处，正是作者激扬文字之时。龚氏的本事是博闻强识，
但更长于目光敏锐，读者可学习其“旧材料翻出新观点”的长处，必当受益匪浅。当然，这本书在宏
观上并非完美，在细节上也多有武断臆测之语，更不会有作者认为的“此书一出，他书皆废”的效果
，但这些都不足以令人释卷。有读者愤愤于作者在书中口气太大，近乎狂妄，例如对道家不同于道教
这类众所周知的事情，他也得意的卖弄一番（第144页），论清代文学涉及朴学之处谬论迭出等，这些
地方固然颇显奇崛，但读书不是斗气，书中自负之语完全可以忽视。而剩下的文字，还是值得一读。
原刊于《文汇读书周报》，2012年03月31日期，此为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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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中国文学史（下）》的笔记-第65页

        此“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之情，是柔而韧的，道义出于性情，故亦为士所珍视。“
道义出于性情，一语道尽千古士心⋯

2、《中国文学史（下）》的笔记-第16页

        克服文人有文无行，文章教化不足→古文运动的一个起因？？？

3、《中国文学史（下）》的笔记-第65页

        六朝三唐俱不强调人格和风格的紧密相连，北宋中叶才确定了这个原则

4、《中国文学史（下）》的笔记-第70页

        诗教精神，落实为以诗为教。
吾心所向⋯⋯

5、《中国文学史（下）》的笔记-第46页

        古文之所谓古，主要不在文体形式上，而是与诗相似，指一种古的态度，古的精神
现在才明白，为什么《诗经》是中国文学的一大源泉和高峰⋯⋯以及六经在文学上的深远影响⋯⋯

6、《中国文学史（下）》的笔记-第23页

        拒流俗、提升之⋯《花间集》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

7、《中国文学史（下）》的笔记-第109页

        换骨，是把作诗比拟为仙家炼养，内丹丹成，凡骨即变成仙骨
对江西诗派“换骨”的理解⋯⋯

8、《中国文学史（下）》的笔记-第39页

        梅尧臣、欧阳修的文学复古观：上追风骚 （推崇杜甫、陶渊明为这一传统的传承者）

9、《中国文学史（下）》的笔记-第25页

        《花间词》的创作有其特殊形态，比如据题直赋、代言拟想等

代言拟想→实则《花间》乃至后来南唐二主、冯延己之词，大抵都应由此去理解

10、《中国文学史（下）》的笔记-第135页

        虚字行气，故不板滞，最便于议论
虚字在散文艺术中有哪些基本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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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国文学史（下）》的笔记-第36页

        晚唐五代词风与西昆体之间的关系⋯⋯女性化的感伤态度、人生惆怅迷离的忧思等

12、《中国文学史（下）》的笔记-第124页

        他的态度是节制的，很少落实描述具体事件，甚至把男女情事内化为一种心理感受。
情事内化为一种心理感受→抒情有哪些基本维度呢？

13、《中国文学史（下）》的笔记-第19页

        唐末是一个文人社会及“文”崇拜正式而完整的形成期→与宋代以后的诸多文学现象之间的关系

14、《中国文学史（下）》的笔记-第105页

        江西诗家都不主张锻炼字句形式或效法古人，反而都从内养、活法、参悟这些方面去强调作诗者
用功须在内而不在外。此一路向与方法正是从山谷来的。这就叫做“无意于文”，不是在文字上卖弄
手段，而是在作者身心上下功夫。即不在文字上卖弄手段，风格当然也就不花俏，要平淡简古。山谷
所称赞的句法即是如此。
也就是说，他讲的是一种反句法的句法，创作者要从创作的源头上下手。这种令人别有感受的笔墨之
外的东西，山谷称为韵，并以此作为衡量艺术的标准。
后世谈艺者神韵之说，皆由此开之
黄山谷的深远影响，即在此乎？“韵”的批评源流⋯⋯

15、《中国文学史（下）》的笔记-第63页

        士人群体之分裂，形成朋党，肇因于士对道的理解并不完全一样⋯⋯道，落实于具体政策措施、
典章制度层面，是极复杂的事，对于道之内涵，士人间本就颇有分歧⋯⋯论道，内中涉及道德、学术
、理想、信仰及伦理观，故有绝不能退让之处。因此越是在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时代，士就越分裂为朋
党。
悲乎！夫子一再教导，君子和而不同⋯

16、《中国文学史（下）》的笔记-第12页

        禅宗的高度文人化→禅与文人的紧密相连诗与禅、文人生活与禅，入宋以后亦成为有紧密关系的
语词

17、《中国文学史（下）》的笔记-第42页

        “平淡”亦是复古的审美标准，宋人追求诗风平淡对创作主体、欣赏者而言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真正平淡的诗比华丽丰满的诗更难写⋯

18、《中国文学史（下）》的笔记-第39页

        宋代的道统说由文统说转来？？宋代正统思想盛自庆历，首先表现于政治领域与文学领域，延伸
弥漫于史学、理学领域

19、《中国文学史（下）》的笔记-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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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下）》

        宋人对句法的强调与宋诗的求新求变之间的内在联系⋯

20、《中国文学史（下）》的笔记-第6页

        既言法，又言意，最后再由法讲到活法、无法之法→宋代文论发展基本路径

21、《中国文学史（下）》的笔记-第3页

        贾岛《二南密旨》→以《诗》为基础的用物象来喻指事流的体系虚中继《流类手鉴》继之， 后世
有锺惺《词府灵蛇》 、清代常州派借《易》象讲诗词比兴

22、《中国文学史（下）》的笔记-第58页

        所谓以《诗》统《骚》，是指宋人把屈骚纳入“诗经解释学”的传统中去看
如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朱熹的《楚辞集注》。

23、《中国文学史（下）》的笔记-第118页

        因此，从中唐以后，诗的发展，刚好成一转折。先是从对诗人吟咏情性、耽溺文字之反省开始，
逐渐要求先做好一个人方能成为好诗人。这个人，既非自然人而是文化人，自应具有其文化相当，其
诗亦不应只是玩琦辞、吟风月而已，应要表现文化上的志意、体现作者对人情物理的体认与思省，要
能见道，否则就没什么价值。诗既要有见道语，人首应学道，因此学诗渐合于学道
可是自此以后，诗与道又渐分。道学一路，虽与学诗而重治心养气者肸蠁相通，重点毕竟在道不在文
。跟诗人同样讲“无意于文”，然诗人是以此法去作文，道学家却会因为这么说而不作文。诗人一路
，则又以改革江西流弊的姿态，回到吟风月、玩琦辞的旧徒上去。高谈盛唐、吟咏情性，道义之担当
、天下之荷载、自我之砥砺，皆不再讲，诗人又只是诗人了。
元明以后，道学与文学合而重道甚于文的一路，主要表现于科举制义；诗人则在诗坛继续复古、尊唐
、吟风月、玩琦辞。两者仍是分途而进的。
这是大脉络

我感兴趣的是 其中的 “ 性情”和“情性”之别

24、《中国文学史（下）》的笔记-第54页

        凡提倡一种伦理态度，找出一个可供效法的典范乃是必要的，否则伦理要求终究只是抽象的概念
，无法落实
一语中的！

25、《中国文学史（下）》的笔记-第18页

        古文运动在将“文”神圣化提高到“道”的层次时也极大地促进了它的世俗化它比较不重在抒发
作者之性灵，而在于表达作者对人物世事之观察与意见⋯⋯这种文章，要写得好，往往不是靠才华与
性情，而须依赖作者对社会、人情世故的理解，以及如何把这种意见恰到好处地说出来

26、《中国文学史（下）》的笔记-第50页

        士人逐渐觉醒与现实困境→唐末五代乃至宋初之所以常有一种感伤的情调，殆以此故

27、《中国文学史（下）》的笔记-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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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含蓄、其原理如此，因而它不只是美学上的术语，同时也是伦理学的，孔门诗教所云温柔敦
厚，其旨斯在！
我们看宋人评杜甫屈原、推崇陶潜，一再说其心之忠厚、不忍、冲淡，都是含蓄美典的讲法。国家社
会之担当、人道之关怀，即发乎自己性情所不能已，则不必愤激、不必怨诽，亦不用自怜自炫，只是
自然如此变好。”自然“这个词，乃因此亦为含蓄的同类语，在宋代文论中越来愈多。另外就是”韵
味“，含蓄则有韵味，韵味也是不在笔墨溪畦之内的，须着重于胸次修养乃得
即发乎自己性情所不能已→道义始于性情！！！

中国诗文，特别是那些真诚之作，需作为一种人生哲学来看待⋯文学、美学、伦理学⋯最后都归结到
人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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