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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阅读张兴武教授新著《宋初百年文学复兴的历程》（以下简称《历程》），在感佩其为人勤奋而著述
丰硕、治学严谨而考论审慎之余，不由联想到学界近年对陈寅恪先生治学心境的领悟：“将来所止之
境，今固未敢断论。
惟可一言以蔽之日，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窃以为，兴武新著反复申说的“儒道实践精神”，在被确认为宋代文学复兴的内在精神支柱的意义
上，想必与陈寅恪先生心目中“造极于赵宋之世”的华夏文化精神“通其意”吧！
唯其如此，我又以为，《历程》本身亦可以视为儒道实践精神启迪下的“新宋学”探询。
中华民族自古好以“百年”为期而论事述史，这是否体现着华夏民族特有的大历史节奏感呢？
比如兴武新著关于“宋初百年文学”的概念，就来自于欧阳修《苏氏文集序》中所流露出来的大体以
百年为期的文章盛衰言说，在这个意义上，兴武之论颇有接着欧阳修来述说的意味，并以此而寓意丰
满。
“百年”之思，一般总是关乎大计的。
所以，《历程》有关“文学复兴历程”的概念，就绝非人们一般理解所谓“宋初三体”时意识到的那
样，仅仅视其为“宋调”确立之前的准备功夫。
尽管欧阳修主要基于文章复古立论，尽管“古文始盛”与“文学复兴”两个概念之间尚有差异，但兴
武教授的“百年”大判断因此而体现出透过局部现象来把握整体命脉的学术理路。
再说，统揽丰富史料而分专题进行专门化的细密分析，进而又致力于提炼核心理念于系列专题之间，
这本身就富于方法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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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宋初百年文学复兴的历程》以百年为限，重新探讨了宋初文坛渐至繁盛的复杂过程及内在轨迹
，论述了“南文北进与北道南移”、“昆体”文学生态及创作主体的文化特征、“太学体”文风的成
因和表现、欧阳修诗文革新的对象及任务等许多重大问题，考察了“文道之争”、“南北之争”、“
古今之辨”等制约文学史程的内在因素，以及学术、科举、党争等可能影响文风走向的外在因素。
以文献为基础，强调文、史、哲贯通的理论思辨与创新整合是《宋初百年文学复兴的历程》特色之所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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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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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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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世风与隐风第二节 经义之学与文章之士第三节 隐逸诗风的南北差异征引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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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百废待兴的文学环境第一节图书的搜集、整理、刊刻与编纂图籍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和象征，
在五代乱世遭受了毁灭性的摧残，其如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序》所云：“唐末大乱，干戈相寻，
海寓鼎沸，斯民不复见诗书礼乐之化，而桥门璧水，鞠为茂草。
一时称王称帝者，狗偷鼠窃，负乘致戎，何暇驰驱艺文之林，揽辔道德之府，彬彬郁郁，久道化成乎
。
盖图书之厄，至此极矣！
”在北宋建国以后的数十年间，图书匮乏的情况始终制约着文化重建的进程。
真宗时期身为国子祭酒的邢昺就明确说到：“臣少时业儒，观学徒能具经疏者百无一二，盖传写不给
。
”②时隔多年之后，苏轼还回忆说：“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
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
”③在此状况下，图籍的搜讨和整理，就成了宋初文化重建过程的首务。
从太祖建国到真宗一代，为解决这一基础难题而进行的努力也一直没有间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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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宋初百年文学复兴的历程》为中华文史新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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