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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邱江宁，1996年考入浙江师范大学，师从俞樟华先生攻读古代文学传记方向硕士学位。
2001年考入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师从章培恒先生攻读元明清文学方向博士学位。
2009年被浙江师范大学破格评为教授，当年进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博士后流动站，师从胡明先生。
现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古代文学教师，主要从事元明清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
著有《中国学术编年·元代卷》、《明清江南消费文化与文体演变研究》、《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叙事
模式研究》等。
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学术月刊》、《新华文摘》等刊物上发表重要论
文多篇，主持国家社科、教育部、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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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虞集母亲杨氏，乃南宋国子祭酒杨文仲之女。
杨家世代以《春秋》名家，杨氏本人早年受家学影响，深通濂洛之说，对近代典故也贯穿不遗。
虞集生于战时，自小由母亲口授《论语》、《孟子》、《左传》及欧阳修、苏轼等人文章，闻辄成诵
。
少年时代曾从吴澄游，又与旧宋名卿学士多有来往，遵奉程、朱之学，却无门户之见。
所谓“入则受教家庭，出则从诸公游，于经传百氏之说、帝王之制、有国家者兴衰得失之由与其为之
之术，无不学焉，而典故沿革，世家爵里，考核于近代者，尤精详矣”，虞集可谓南方旧宋学问、文
学的集大成者。
他与杨载、范椁、揭傒斯并称元诗四大家，又与揭傒斯、柳贯、黄浯号为儒林四杰、元文四家，清代
黄宗羲尊姚燧和虞集为元文两家。
至治、天历年间，宗庙朝廷之典册、公卿大夫之碑板多出自其手。
 揭傒斯的儒学修养、诗文名气紧随虞集。
揭傒斯自幼贫寒，父亲为宋代乡贡进士，揭傒斯与父亲相为师友，贯通百氏，早有文名。
揭傒斯曾游学于许谦之门，许谦受学于金履祥，尽得其传，乃宋代婺学一派的正宗传人。
揭傒斯与同门欧阳玄、朱公迁、方用以羽翼斯文相砥砺，时称“许门四杰”。
揭傒斯青年时期，曾负儁誉游江汉间，其时程钜夫为湖北宪使，奇其才，妻以从妹。
深得程钜夫、卢挚、李孟等人的欣赏，由布衣直入翰林，为国史院编修官。
与揭傒斯同时的黄浯赞叹揭傒斯说：“文事与时而奋，恒在乎重熙累洽之余。
惟养之厚，而用之不亟，故其望实弥久而益着”，“非侥幸于一旦坐致显融者可同日而语也”，欧阳
玄也推许揭傒斯云：“古称良史造物忌，予夺是非擅万世”，揭傒斯晚年甚至蔚为儒宗文师，“国家
典册及功臣家传、赐碑，遇其当笔，往往传诵于人。
四方释老氏碑版，购其文若字袤及殊域”。
 欧阳玄，与欧阳修同宗，本是江西庐陵人，后移家湖南浏阳。
欧阳玄弱冠之时即知下帷苦读，潜研经史百家，于伊洛诸儒源委尤为淹贯。
欧阳玄与揭傒斯同学于许谦之门，又受知于虞集之父。
延佑元年（1314），以《天马赋》中乡试第一，次年赐同进士及第。
《元史》本传称欧阳玄：“经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诸儒原委，尤为淹贯”、“文章道德，卓然名
世。
羽仪斯文，赞卫治具，与有功焉”、“凡宗庙朝廷雄文大册、播告万方制诰，多出玄手。
⋯⋯海内名山大川，释老之宫，王公贵人墓隧之碑，得玄文辞以为荣。
片言只字，流传人间，咸知宝重”。
 由奎章阁学士院南士中几个具有代表性官员的家学渊源和教育背景来看，虞集是吴澄的弟子，虞集父
亲虞汲与吴澄交游密切，是吴澄草庐学派讲友，欧阳玄是虞集父亲虞汲的学生，而揭傒斯是许谦的弟
子，但同时是程钜夫的妹夫，深得程钜夫赏识，而程钜夫与吴澄是同学。
《宋元学案·双峰学案》指出：“黄勉斋干（黄幹）得朱子之正统，其门人一传于金华何北山基，以
递传于王鲁斋柏，金仁山履祥，许白云谦；又于江右传饶双峰鲁（饶鲁），其后遂有吴草庐澄，上接
朱子之经学，可谓盛矣。
”这样看来，选人奎章阁学士院的南人实际是朱子学派的正宗传人，是吴澄一派的嫡系或亲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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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期文学研究》试图借着奎章阁文人群体这样一个融代表性、独特性、多元
复杂性的群体的探讨，吸收元代有关政、经、史、地、诗、书、画、艺诸方面的文献资料以及现有研
究成果，既展现元代诗文创作极盛且独特灿烂的一面，又勾勒出颇为独特的元代中期文学样貌。
《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期文学研究》由邱江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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