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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有关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的思考日渐深入。
一方面，探索视角和研究方法趋向多元化，不少研究成果是从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制度史、风
俗史等多个史学层面人手，分析和探讨文学发展问题的，为本学科提供了广阔的研发空间；另一方面
，许多传统的治学方法受到了现代学术思维的挑战，不再具有权威性。
譬如文学和史学在研究方法上的相互借鉴与交叉本来是很自然的事，但在不少秉持“文学审美论”的
学者看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首先应该强化的是文学内部的审美本质与规律的重要性，从史学的诸多
层面加以考察，很容易弱化文学的“本位”，造成研究方向的偏离。
在学科门类不断细化的背景下，类似的担忧不无道理；在这种担忧下提出的排除史学的干扰，恪守文
学内部研究门户的主张，也不乏其合理性与必要性，但就长远来看，得鱼忘筌的隐忧也同样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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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专题形式，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宋代一些重要的政治现象，以及宋代政治对文学创作主体的政治
命运与创作取向的影响，并对宋代一些重大的文学流变、重要的文学流派和创作现象重新加以审视，
从中探寻其深层的历史文化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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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史学观照(代自序)上篇北宋台谏制度与党争  一、北宋台谏的新特点与政治品格  
二、台谏在党争中的性能与作用  三、台谏与北宋文字狱  四、结束语南宋“国是”与朋党之争  一、“
国是”的形成及其党争性能  二、“国是”在党争中的运作  三、“国是”下的君权与相权“元■学术
”与“元■叙事”  一、“元■学术”的形成与内涵  二、“元■叙事”的模式与价值取向  三、由“元
■叙事”引起的几点思考从南北对峙到南北融合：宋初近百年文坛的演变历程  一、南北文坛的差异
与对峙  二、南文北移与南北交汇  三、南北文坛的冲突与整合  四、余论宋体四六的功能与价值  一、
问题的提出  二、“以文为骈”与宋体四六  三、宋体四六的功能与价值北宋党争与“荆公体”  一、“
荆公体”形成的党争因素  二、化解经世之悲与“荆公体”的意境  三、“荆公体”在艺术上的取径王
安石与新党作家群  一、政治集团与文学群体的双重角色  二、文学实践的“经术化”  三、结论“崇宁
党禁”下的文学创作趋向  一、“救时行道”精神的消失与创作主体的沉沦．  二、“丰亨豫大”与谄
诗谀文的盛行  三、“转喉都是讳”与内倾化趋向-两宋党争与“江西诗派”  一、引言  二、《江西诗
社宗派图》的党争烙印  三、朋党之争与“江西”诗人群的形成  四、余论高压政治与“文丐奔竞”：
“绍兴和议”期间的文学生态  一、残酷的“绍兴党禁”  二、歌功颂德的政治文化运动  三、适应性变
异的文化“基因”杨万里“诚斋体”新解  一、“诚斋体”的主体特征  二、“诚斋体”的生命意识  三
、“诚斋体”的审美意境下篇宋室南渡后的“崇苏热”与词学命运  一、“崇苏热”的成因  二、“崇
苏热”的“元■情结”  三、“崇苏热”推进了宋词的发展  四、“崇苏热”对词学的负面影响宋词本
体的多元特征  一、功能结构的多样性  二、风格流变的多向性  三、创作主体的多重性唐宋词社会文化
学论纲  一、词是一种“文学-文化现象”  二、风俗使词化合成为“文学-文化现象”  三、唐宋词社会
文化学研究的范围与任务唐宋词体的文化功能与运行系统  一、唐宋词的文化功能  二、唐宋词的运行
系统  三、运行系统的局限与突破“宋词一代之胜说”释疑  一、“一代之胜说”的成因  二、“一代之
胜说”不符合文学史实  三、“一代之胜说”的“非历史化”特征张先生平仕履二题  一、张先为何称
“张安陆”  二、张先知渝离渝年代补正苏轼词编年补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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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享有“风闻言事”、无须查实的奏事特权　　如果说台谏事权相混、合成一势，并由君主
亲除的台谏制度的形成，奠定了组织人事上的基础，那么许以“风闻言事”则为这种制度的全面形成
，并充分发挥“耳目”职能，提供了权力上的保障。
所谓“许风闻言事者，不问其言所从来，又不责言之必实。
若他人言不实，即得诬告及上书诈不实之罪，谏官、御史则虽失实亦不加罪。
”①也就是说，台谏对传闻中得到的材料，不必追究真实与否，也不必书告事人的姓名，便可据而弹
劾，而不负任何责任。
据洪迈《容斋四笔》卷一一《御史风闻》，这一特权在晋宋时就已出现，但仅限于台官；由于它不利
于国体人事，唐玄宗于开元十四年（726）正式取消了不题告事人姓名的“风闻言事”。
至北宋，不仅在御史中重新恢复了这一传统，也特许谏官行使。
北宋台官和谏官均得“风闻”的新制，也始于仁宗朝。
《长编》卷九一“天禧二年二月甲寅”条载，右正言鲁宗道常常“风闻”论列，“上意颇厌其数”。
这表明真宗后期虽有“风闻言事”的现象，却未得到君主的一律认可。
仁宗为了使“耳目”官“广开言路”，这一特权始为台谏普遍行使。
尤其是庆历年间，台谏“风闻言事”的奏章连篇累牍。
庆历三年（1043）九月，范仲淹言及滕宗谅被弹劾贬斥一事时说：“台谏官风闻未实，朝廷即便施行
。
”②可见台谏“风闻言事”之一斑。
台谏既为君主亲除，又复享有“不问其言所从来，又不责言之必实”，其权重气盛，愈发不可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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