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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文学图志》

内容概要

写一本书容易，写一本书而能拓展人的文化精神空间实难。
　　这部一图志命名的书，开拓了图与文互动互译的文学史方式，读诗文既讲悟性，读图画又知趣味
。副题标示“宋、辽、西夏、金、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当是强调考察文学史的民族学、
地理学、考古学、文化学诸角度，在文学史的时间维度上增加了层面丰富的空间维度。每章之前有楷
体排出的“小序”，告白着如何因由这些角度入乎其里而出乎其表。
　　借文学史的新形态来考量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整体特征和动态过程，包括它的文化哲学与合力
机制，是一种做习创新尝试。其旨趣或如作者所云，难道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大国，不应有一幅绘制得
完整、坚实、博大、精妙而体面的文学地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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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义，广东电白县人。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
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学评论》主编，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现代小说史》、《
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新文学图志》、《中国叙事学》、《楚辞诗学》、《李杜诗学》、《重
绘中国齐学地图》以及十册《杨义文存》等著作三十余种。曾获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中国社会
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等奖项。曾讲学于英国牛津、剑桥，美国耶鲁、哈佛、斯坦福，以及日本、法
国诸名校。采集图志资料，足迹遍于中国各省，以及大英图书馆和日本东洋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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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然而，相比于10世纪以前的唐朝和13世纪以后的元朝，夹在中间的宋朝显得兵力积弱、国土褊狭
。宋王朝只不过是整个中华民族诸多文化板块中一个文化含量极高的板块，宋朝文学是一种承受着日
益沉重的外部压力，在一块相对稳定繁荣的土地上所修炼的文化内功。爱国抗敌，成为南宋文学最充
满激情的主题。因此，考察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的碰撞融合，成为考察这几百年间中国文学的关键中
的关键。原因在于这个大时段中，中华大地上存在着几乎与宋朝相始终的诸多王国、诸多文化板块。
这些文化板块的漂移、挤压、碰撞、交流、吸收的深广程度，深刻地影响着各自板块的多样性的文化
特质、存在形态和未来命运。在中国正史中，宋、辽、金三史并列，与这三朝形成鼎足之势的还有党
项人建立的西夏。1004年“澶渊之盟”及其后的两三年间，宋廷以输银纳绢的方式，获得与辽、西夏
虽有战事或摩擦，却在边境开设榷场，开展贸易，因而大体平稳相处百年的局面。此外游牧于漠北的
回鹘汗国在9世纪40年代解体后分三路西迁，除了迁至河西走廊的甘州回鹘，亡于向西扩张的西夏之外
，另两支分别在吐鲁番和喀什一带，建立高昌回鹘王朝和喀喇汗王朝。喀喇汗王朝兼并了另一路自称
是唐王朝之宗属的于阗回鹘，其统治者自己冠以“桃花石”(中国)称号，分中国为上、中、下三部，
自居下中国。1085年在与宋朝大宗的马匹交易中，得价一百二十万贯之巨。或如喀喇汗王朝的名著《
福乐智慧》所说：“要是中国商队砍倒自己的旗子，千万种珍宝从何而来?”    吐蕃自松赞干布在7世
纪统一藏区、文成公主入藏而奠定汉藏舅甥关系之后，二百年间唐、蕃处于会盟和会战之间，并在吐
蕃赤松德赞时期联合南诏、党项、回鹘诸部，攻入唐朝首都长安。但是最后一代赞普朗达玛荒唐毁佛
，于842年被杀之后，吐蕃陷入长期的四分五裂，各种佛教门派展开百家争鸣。直到1252年佛教萨迦派
教主八思巴，前往六盘山谒见忽必烈，其后被尊为国师，统领吐蕃事务，吐蕃才作为完整体纳入中国
版图。地处西南的南诏，由于唐玄宗天宝年间杨国忠误国征伐，就联合吐蕃叛唐。到了10世纪初前期
，大臣篡位，政权三经更迭，直到白蛮段思平于937年建立了延续三百余年的大理国。其国主曾被宋太
宗册授为“云南八国郡王”，又被宋徽宗册授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王，因而以名誉上属国关
系，与两宋王朝保持着马市交易和民间文化交流。它每年由邕州横山寨向内地输出军马数千匹，缓解
了此战略物资的短缺。由此可知，在10—13世纪的中华文明的总系统中，存在诸多子系统的文化板块
的碰撞分合，由于各文化板块的地理位置、空间距离、文明阶段、文化方式、历史渊源和现实状况千
差万别，它们文学的存在形态和表现方式在整个中华文化总体结构的位置、意义和功能也就不同。但
是在其相互关系中，存在着中原文化、江南文化与边远地区文化对峙互补而逐渐趋向多元一体的强大
潜流，这为中华文化的精深创造和充满活力的流动，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动力。    10世纪以后的中国
文化和文学，在大风大浪中继续着它的行程。在巨舟远行中，中原文化和江南文化既给予它巨大的驱
动力，又以厚积深蕴的内涵给航船压载，使其不致倾覆。边远民族文化又吹来长风，鼓起风帆，给它
强劲的推动的同时，点缀以多姿多彩的鲜丽的风景。P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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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已经收藏了·
2、很不错
3、内容详实，装帧完美。
4、图志命名
5、读了导言就被吸引住了。杨义先生倡导大文学史观，他的图文互释在我看来有点“以图证史”的
倾向，这无疑在“以诗证史”的文学研究方法外另辟一途。我是在活动中以29.30元购入的，当时只是
冲着价钱去的，因为文学史之类的书已经有好多套了。书本身有薄膜包裹，卓越把书保存的也好，很
新！
6、这本文学史非常好，文笔非常优美，强烈推荐。
7、有点名不副实，少数民族政权时期的介绍分散量又少，但这仍然是本不错的书。
8、耐读而不枯燥.好久没读过这样的专业书了.
9、质量不错，内容挺丰富！
10、看杨义这本书,觉得他很有诗人的气质,装帧印刷都属上乘,有点贵,但还算物有所值,个是非常喜欢的!
11、中国古典文学图志
12、历史从来不是停滞的，日日在眼前更新，让视野宽些，再宽些，心境自会悠然，快乐不期而至。

13、帮朋友买的，她很喜欢，包装和内容都不错
14、非常喜欢杨老师的书,视角开阔,值得收藏
15、24，所谓"图志"，噱头大于实际，无非是糅合了少数民族文学和大量插图的宋元文化史，不过立
论基本中立，图也配得不错，比一般文学史要生动丰富一些。
16、主要捡了感兴趣的几章，作为入门扫读还可以
17、挑着看。文笔好感性。
18、作为大概了解还是可以的
19、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现中国古典文学史，给读者全新的感受，值得一读！
20、已经阅读了大半本，确实受益匪浅。
这是一本很专业的书，注释什么的都很细致。
对于了解中国古典文学是很有帮助的。
但是因为专业性比较高，所以会比较适合高中及以上的学者阅读。
21、厚厚的一本，内容非常好，插图多，共317副，印刷精美。就是贵了点。
22、图志命名的书

Page 8



《中国古典文学图志》

精彩书评

1、历史是有趣的，历史是生动的，历史也可以是达观的，生活化的，一切取决于观察者的角度。喜
欢这本书，因为它摆脱了太多的陈习，寻找到了观察的新视角，于是大到历史观，小到文学评论，顿
时生动有趣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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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中国古典文学图志》的笔记-第2页

        以为杨义对文学研究的最大贡献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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