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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至北宋的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

前言

　　复旦宋代文学研究书系序　　王水照　　2011年上半年，我和几位弟子商量，能否仿照我所编“
日本宋学六人集”，组织一批青年学者的书稿，编辑一套复旦版宋代文学研究“六人集”。这个想法
源自以下三点考虑：　　第一，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是国务院在1981年批准的首批具有博士学
位授予资格的学科点之一，2011年恰好是三十周年。古语云“三十而立”，在这三十年中，复旦大学
古代文学学科得到迅猛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博士生，同时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博士论文，成为
推动古代文学研究的一支力量。我自1992年带博士生始，也培养了相当数量宋代文学方向的博士，从
他们之中选择几部著作编成丛书出版，算是对复旦古代文学博士点三十周年的一种纪念。　　第二，
新世纪以来，由于博士生的扩招，论文的数量迅速膨胀，但同时质量也有所下降。学术著作的出版较
之以前容易许多，大量的各类论著充斥书市，有埋没精品之虞。过紧或者过滥，都不是健康的学术出
版生态，都不能很好地为学术发展服务。精选几部著作，形成一个“品牌”，或许能够在驳杂的学术
图书市场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第三，当前的宋代文学研究十分活跃，是断代文学研究中成果比
较丰硕的领域，及时从中遴选一些青年学者的优秀论著，以丛书形式推荐给学界，能够促进学术交流
与学术繁荣。对他们个人而言，也是很好的展示平台，扩大他们的学术影响。　　我的建议很快得到
多位学友的积极响应，他们都纷纷将自己精心撰作的论著加入我的这个计划，同时也很快得到复旦大
学出版社贺圣遂社长的鼎力支持。这件事就迅速提上了日程。　　古代文学博士论文的选题，简单来
说有三种常见模式，即个案研究、时段研究和专题研究。个案研究围绕一个作家展开，就其生平、交
游、作品内容、艺术风格进行探究；时段研究截取某个时代，就特定时段的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
人群体进行描述分析；专题研究则常常是拈出一个重要概念，或做交叉研究，或做源流辨析，或做历
史还原等等。这三种选题模式，各有千秋，也并不对立，都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只要不走向程式
化，都还大有可为。　　我这里着重想说的是交叉课题研究。近年宋代文学研究出现了文学与科举、
文学与地域、文学与党争、文学与传播、文学与家族五个重要的新兴交叉类课题，我将它们戏称为“
五朵金花”。这五类课题，均将文学与其他学科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一种“文化—文学”的展开思路
。我一直认为，只有将文学置于文化的背景下，才可能真正看清文学的位置。当然也必须强调，这种
研究一定不要忘了文学本位，落脚点一定是解决文学的问题，我们文学研究者，不应该是给其他学科
“打工”的。与此同时，这类交叉研究也内在地要求我们拓宽文学研究的视野，不必画地为牢，自为
畛域，应以更为宽阔的学术怀抱去探索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路径与新方法。　　本套丛书收入了朱刚《
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李贵《中唐至北宋的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金甫暻《苏轼“和
陶诗”考论——兼及韩国“和陶诗”》、陈湘琳《欧阳修的文学与情感世界》、成玮《制度、思想与
文学的互动——北宋前期诗坛研究》、侯体健《刘克庄的文学世界——晚宋文学生态的一种考察》六
种著作。朱刚、李贵、成玮的著作，是时段研究与专题研究的结合。他们的聚焦点都在唐宋之际，特
别是朱刚和李贵的两部书，有着“唐宋变革论”的明显印记。朱刚从博士学位论文《唐宋四大家的道
论与文学》开始，就密切关注唐宋“古文运动”，陆续撰作了十余篇相关论文，在学界产生一定的影
响，获得了同道的好评。《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一书即是他多年来钻研“古文运动”的
集中展示，他标举“士大夫文学”，敏锐地抓住了唐宋“古文运动”与之前、之后文学“运动”的不
同，强调科举制度产生的士大夫精英构成的唐宋社会与文学的特殊性。论著对传统“古文运动”有所
反思，拓宽了“古文运动”的研究视野。所着重阐明的“古文运动”与新儒学、贤良进卷、苏辙与“
古文运动”的关系等命题，均有独到的见解。　　李贵《中唐至北宋的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历时十
余年的修订，较之其博士论文，有了很大的增改和深入。在他刚刚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关于这个论
题，学界相关论著还比较少，若干年过去了，“中唐—北宋”的诗歌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对学
界来说是学术发展的必然，值得庆贺，对李贵来说恐怕却是无形的压力。不过这部书稿雄辩地证明，
好学深思的他在广泛吸取海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力地推进了该领域的研究。该书不仅在诗歌研
究领域呼应了“唐宋变革论”，而且通过分析陶渊明、杜甫、韩愈、白居易、李商隐等对宋诗进程的
影响，深化了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的关系研究，更细致而深刻地描述出唐宋诗之嬗变轨迹，突出了中
唐到北宋文学的内在连续性和一致性。　　成玮《制度、思想与文学的互动——北宋前期诗坛研究》
与李贵的论题有些重合，但却表现出不一样的面貌。他在上编抓住诗学观念、文人分布和诗体发展三
个重要因素，从制度、思想和文学的互动关系入手，清晰地描述出宋初三朝诗坛的具象图景。在下编
则选取欧阳修作为描述框架，通过辨析欧阳修与时代之间的契合或疏离，展现出仁宗朝诗坛的历史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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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至北宋的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

场。这对于深化北宋诗歌研究，特别是对于探源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金甫
暻、陈湘琳、侯体健的著作则是个案研究与专题研究的结合，分别涉及苏轼、欧阳修和刘克庄三位宋
代重要的文学家。虽然都是个案研究，他们的方法却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代表了个案研究的不同范
式。金甫暻是韩国学者，他选取的切入点比较小，《苏轼“和陶诗”考论——兼及韩国“和陶诗”》
一书就苏轼“和陶诗”的形式、内容、背景、影响等问题进行了细致分析，获得了不少与前人同题研
究不同的具体结论。其中对韩国“和陶诗”相关资料的辑录和论述，更给国内学界提供了崭新的研究
资料，这对于认识东亚汉字圈的文化交流，有着特殊的意义。　　陈湘琳《欧阳修的文学与情感世界
》一书表现出女性学者特有的敏感和视角，注重“美感经验”的发掘，对面向内心的欧阳修的情感体
验、地域记忆、空间书写、生命底色、文化风度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解读。该书大处着眼，小处着
笔，运思精细，阐微发覆，以“细读”和“体察”的方法，从大量文献中摹画出一个有血有肉、有情
有感的欧阳修，并将这种生命个体的内心世界与北宋文化整体的发展局势暗自勾连，跳出了原有研究
窠臼，是近年来欧阳修研究的一大收获。　　如果说陈湘琳的个案研究是“内省式”，侯体健的则可
以说是“外烁式”。《刘克庄的文学世界——晚宋文学生态的一种考察》一书，吸收了当前学界的最
新研究成果，关注到相邻学科的前沿与热点，从“晚宋文学生态”的大背景入手，展开对刘克庄周围
世界与环境的多方面、多角度的探讨和研究，凸现出刘克庄文学世界构成中的时代的、政治的、社会
的、文化的复杂因素或基础，这在研究理念和方法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在刘克庄和晚宋文学研究中
可谓独辟蹊径、另具手眼。该书的研究框架和目录设置，也别出心裁，在同类著作中较为少见，是个
案研究模式的新探索。　　学术研究的推陈出新，无非在新材料、新方法、新视野与新观点。本套丛
书除了朱刚的之外，其余五部都是以博士毕业论文为基础修订而成的，是他们的处女作，也是他们向
学界交出的第一份答卷。这六部书稿自然不是十全十美之作，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老师审读
学生辈文稿，本应优点说全，以资鼓励，缺点讲透，俾便精进。这篇序文信笔写来，却多为褒饰之语
，不免自夸之嫌。但我自信并非空洞赞扬，未违“修辞立其诚”的古训。希望读者能够看到他们所作
的可贵的学术努力，在新材料的发掘、新方法的运用、新视野的拓展、新观点的提出诸方面，均已提
供的不宜轻视、值得玩索的学术内涵。　　我和六位作者都有师生之谊，都曾在不同时期的复旦园中
共探学问之道，往事历历，犹如昨日。如今，我们或隔海相望，或同系共事，看到他们取得的成绩，
我备感欣慰。不过，治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希望他们戒骄戒躁，持之以恒，假以时日，一定能
够取得更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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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至北宋的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

内容概要

《中唐至北宋的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不仅在诗歌研究领域呼应了“唐宋变革论”，而且通过分析陶
渊明、杜甫、韩愈、白居易、李商隐等对宋诗进程的影响，深化了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的关系研究，
更细致而深刻地描述出唐宋诗之嬗变轨迹，突出了中唐到北宋文学的内在连续性和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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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至北宋的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

章节摘录

　　如前所述，本书以各个专门史学领域的“中唐－北宋”连贯说为逻辑起点，以中唐一北宋诗学的
典范选择为理论框架，以中唐北宋人对陶渊明、杜甫、韩愈、白居易、贾岛、李商隐这些诗学典范的
选择、因革过程为研究路径，追溯了中晚唐诗歌里的新变因子，也追踪了这些因子在北宋诗里的继承
程度和演变轨迹。　　北宋人成熟的典范意识或日诗学上的古典主义原则指导着他们的诗歌创作，共
同选择的作诗典范则维系着中唐－北宋的诗歌血脉。宋调在北宋成熟、定型，而随着文化的衰落、初
兴、繁盛，白居易与贾岛、李商隐和韩愈或先或后、或浅或深地影响了北宋的诗学理论和实践，中晚
唐诗人的诗学精神贯穿于北宋的诗学历程，并促进了“宋调”的最终确立。而开创中唐－北宋诗歌新
局面的先锋则是杜甫。此外，在中唐到北宋的诗学时空里，始终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有时甚至是最高
的创作典范，那就是陶渊明。典范的选择在这场运动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晚唐诗歌和北宋诗
歌因此而被联接到同一个链条。结合古文和词的发展，可以看出，中唐到北宋的文学具有内在的连续
性和一致性，不应因朝代的变迁而把它们硬性分开。汤用彤指出：“夫历史变迁，常具继续性，文化
学术虽异代不同，然其因革推移，悉由渐进；”②此论也适用于文学史分期的研究。　　这场“宋调
运动”以陶渊明为共同典范，由杜甫导夫先路，以韩愈、白居易等人的创作为第一次高峰，以苏轼、
黄庭坚等人的作品为第二次高峰。在两宋之交，苏、黄的作品本身也成为典范。苏轼在当时已经被尊
为文化高峰、文坛典范，并以之为师范形成了网络宽广的文人集团“苏门”。在北宋后期和南宋初期
，以杜甫、黄庭坚为师范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江西诗派”。这些都已经是文学史的常识。至于苏、黄
并称并共同被尊为典范，也发生在北宋后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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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几个有趣的点都和语言有点关系：唐宋科举变革背后的南北语言背景，无字禅→文字禅/表现型→
表达型，反常合道，本色VS自极其妙。是时候重读葛兆光了啊。
2、理论感和体系感稍重了点⋯⋯不过可能也是旦的风气如此 求给活路 能做的都做完了⋯⋯另 苦热诗
真是个很好的点
3、李贵博士的大作，内容不错。研究宋代诗歌的朋友可以参考！
4、好書不厭百回讀！
5、作者的视角与分析诚然未出所谓唐宋变革，若个篇章于我倒有扫盲意义
6、不错的。
7、王水照先生写的序值得一看。本书绪论部分理得不错⋯⋯但是到正文部分，结构机械...说是用比较
文学influence n imitation和parallel来讨论‘因革关系’，但是过于泾渭分明，与比较之法相去甚远。结
构大致是：B如何承袭A，有什么特点之类的。考据认真，引用恰当。可以翻翻。
8、学术用书，上架。
9、绪论以及第三章谈韩愈的最精彩，第四章杜甫只从苦热诗来看，虽然角度新颖发人所未发，但终
究面太窄。
10、绪论部分对唐宋转型说的叙述非常不错~
11、读了第五章
12、里面的论题都很精，当然框架设置可能还是取题过大、破题过小，系统性及整合性不是太强，分
之则皆为极佳之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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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李貴《中唐至北宋的典範選擇與詩歌因革》，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1版1印。北宋詩與唐詩之關
係，前人探求已多，僅以宋初三體而論，余所閱讀之專著即有三部，然其中多為舊說之重複，鮮有創
見。及見李貴書，頗有耳目一新之感。蓋其書不以鋪敘文學史知識爲能事，而重在揭示唐詩各體各派
如何進入宋人視野，當時思想史與詩學背景如何，宋人接受之原因何在，接受之重點何在等。初學宋
詩史者，於其體派頗易生困惑之感，其時詩風所尚，忽而晚唐，忽而白體，忽而學杜，忽而學韓，若
不能尋其思想史及詩學脈絡，實難明瞭各體派之更迭與關係。李貴書於此提綱挈領，將北宋紛紜變換
之詩風一一道來，溯其源流，明其理路，頗有釋惑之功。其論徐鉉於宋詩之先導作用，杜詩異文與宋
人學杜之精神，苦熱詩傳統與宋人之發揚，陶淵明崇拜之興起等節，尤多自家研究之心得。書中偶見
誤字，疏之如下：84頁4行：水風陰[涇]〔濕〕敝貂裘89頁倒5行：《商[于]〔於〕唱和集》126頁4行：
劉敬叔《[錄異]〔異苑〕》188頁倒7行：出於巴東以屬朐[認]〔肕〕也193頁倒3行：體致新巧，自作格
轍[次]214頁倒5行：如注爲一云[作壹]〔一作〕242頁3行：《[酷]〔苦〕熱寄赤松道者》
2、第一章梳理有关唐宋变革论的学术史，线索清晰。特别拈出了蒙文通的中唐-北宋连贯说，前此多
被忽略。方法论上的“瞻前顾后、左顾右盼、上天入地、东鸣西应”这四个词，总结得也好。继而分
别以白居易、贾岛、李商隐、韩愈、杜甫、陶渊明为中心，追踪中唐-北宋的诗歌演变，需要处理的对
象繁多，关系又较为复杂，通盘梳理，实属不易。其中论杜的苦热诗这个点最好。结论大致是：”中
唐至北宋的诗歌变迁史，是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的关系史，这场宋调运动，以元和诗人群体推崇杜甫
为开端，以唐末五代宋初各派酷嗜白居易、贾岛、李商隐为延续，以天圣欧梅诸人尊奉韩愈为突破，
以元祐诸公师法杜甫为高潮，以元丰以后士林文苑普遍学习陶渊明为为自赎，以两宋之交苏黄典范化
为终结，在文化复兴运动的大背景下，走完了这三百多年间的中国古典诗歌大变局历程。“前两章和
诗歌创作结合得比较紧密，比如论徐铉诗，论宋祁落花诗，特别是后者，仔细分析用典，写的很精彩
。但第三章之后，很少见到类似的段落，多以前人评论代替分析，如评韩愈以赋为诗，多据诗话、评
点勾勒脉络，从诗歌本身观察演变略觉欠缺，当然，后面这项工作难度确实要大很多。某些章节因为
力求言所略，所以显得略跳脱。如“出位之思”的渊源，单独作为论钱钟书学术的文章看很好，但与
主题微觉偏离。再如陶渊明祭祀也是观察唐宋两代陶渊明地位升降的一个视角，但是放在全书中不免
不够和谐。还有部分段落按人叙述，写的平板了点。学术积累得自王水照先生，研究方法似仍与周裕
锴先生为近，最明显的大约是言尽意论一节。170页说：”在他们心目中诗歌的根本问题是语言问题。
“论断十分大胆。认为北宋诗人是所谓语言乐观主义者，此一时间诗歌创作有语言学转向、以为言可
以尽意等等，基本都难以认同。不过启发最大的应该也是这一节。本期内诗歌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
进一步说，到底存不存在一个共同的根本问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诗人怎么看待言、辞、意之
间关系，是如同作者所说的那样么？个人的感觉是似乎在魏晋讨论言意之辩后，言不尽意论实际已经
占据了主导，到宋人论诗的时候，又在此基础上有所修正，比如说欧阳修”书不尽言之烦而尽其要，
言不尽意之委曲而尽其理“，据此说欧阳修完全赞同言不尽意之论大概不妥，但说其意即言可尽意也
不尽然。准确地说，应该是有限度地承认言可以表达出核心的道理，与此同时，也就以言不能完全呈
现烦复、委屈之意为论说背景了。即便如作者所说，有此言可尽意的语言观，其如何影响诗歌创作仍
然还有一环需要说明，这一点似乎举例很少，基本都在理论层面上阐说。再一点存疑的是论尊杜到尊
陶的转变。北宋人所选择典范，基本都是唐人，最后出来个陶渊明，实际上有点特别。如果把视野再
往后延伸，譬如南宋时期江西诗派之尊杜与永嘉四灵之宗晚唐，以及尤杨范陆等人诗学历程来看，宋
人诗作的典范选择还是在唐，并不多牵扯到陶。陶实际上成为共同尊仰的文化典范。换言之，学陶重
在思想，在人，学诗为了知人，学杜固然也有类似的层面，比如说悯时伤世与家国情怀，但同样重要
的还有学杜的技巧，没有听说有学陶的技巧的。学杜有成功的例子，不管学到什么程度，可是学陶呢
？第一反应大概就是苏轼的和陶诗，不过和陶诗的评价也是两极分化，个人觉得是不好的，枯。再看
陈师道的话，”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退之于诗，本无解处，以才高而好尔。渊明不为
诗，写其胸中之妙尔。学杜不成，不失为工。无韩之才与陶之妙，而学其诗，终为乐天尔。“所以，
陶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学的。因此说元丰以后士人学陶自赎，恐怕不是特点妥当，有此意愿是真，但
是否是有意自赎？如果有，是否达到了自赎的目标？都存在问题。且学陶是否与学杜完全冲突、两不
相容？个人觉得，说庆历学杜和元丰学陶之间存在类似于递嬗的关系，以学陶代替学杜，恐怕有点过
。因为看的粗，不知道理解作者的意思是否准确。暂且记疑。总而言之，很受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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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中唐至北宋的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的笔记-第174页

        1947年，钱锺书在著名的白话论文《中国诗与中国画》的结尾部分明确地赋予“出位之思”以新
意，用来指不同艺术种类超越本位、越界表现的美学现象。这部分内容较长，但后来收入文集时被作
者删去，今不惮辞费，引述如下：
    总括地说：在画的艺术里，用杜甫诗的作风来作画，只能做到地位低于王维的吴道子；反过来，在
诗的艺术里，用吴道子画的作风来作诗，便能做到地位高出王维的杜甫。中国传统上诗画标准的同互
参差，可算得显著了。这种参差有一个解释。一切艺术，要用材料来作为表现的媒介。材料固有的性
质，一方面可资利用，给表现以便宜，而同时也发生障碍，予表现以限制。于是艺术家总想超过这种
限制，不受材料的束缚，强使材料去表现它性质所不容许表现的境界。譬如画的媒介材料是颜色和线
条，可以表现具体的迹象；大画家偏不刻画迹象而用画来“写意”。诗的媒介材料是文字，可以抒情
达意；大诗人偏不专事“言志”，而要诗兼图画的作用，给读者以色相。诗跟画各有跳出本位的企图
。⋯⋯这种“出位之思”当然不限于中国艺术。⋯⋯若就艺术品作风而言，裴德(Pater)《文艺复兴论
文集》(Renaissance)论乔治恩尼画派(School of Giorgione)所谓“艺术彼此竞赛”(Andersstreben)，高地
爱赞铁锡安(Titien)画
诗所谓“艺术的换位”(Transposition d’art)，跟我们上面所说，毫无二致。换位竞赛，也不仅限于诗
和画，譬如梵莱里 (Val6ry)论象征派诗，就说它想掠取音乐的美(Reprendre de laMusique leurs biens)①。
①  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载叶圣陶编《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上海：开明书店，1947
年，第153 172页，引文见第168—169页。收入作者文集时，此段引文已删去，见《七缀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32页；《钱锺书集·七缀集》，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1—32
页。

2、《中唐至北宋的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的笔记-第43页

        叶适《徐斯远文集序》说：庆历、嘉祐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始黜唐人之学，而江西宗派章焉
。”学习杜甫之后就去除了“唐人之学”。这是把杜甫排除在“唐型文化”之外，而尊他为“宋型文
化”的祖师。叶适《徐斯远文集序》说：庆历、嘉祐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始黜唐人之学，而江西
宗派章焉。”学习杜甫之后就去除了“唐人之学”。这是把杜甫排除在“唐型文化”之外，而尊他为
“宋型文化”的祖师。
这一段讲的有点小问题。此处唐人之学与江西宗派对举，唐人当指晚唐人。记得《谈艺录》、《唐宋
诗之争概述》里面都有提到。实际上暗示的是江西诗派宗杜和永嘉四灵宗晚唐两者取法的不同。因此
，说是把杜甫排除在“唐型文化”之外有点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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