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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言、语、论、说与先秦论说文体》讲述了古人对于论说文的理解与今人确实很不一样，并且，
作为文体的论说文也始终处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用一种僵化的定义去衡量不断发展变化着的一种
文体，以为今人关于论说文体的定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其实，不仅对论说文体的研究是如此，对其他任何文体的研究也莫不如此，甚至对文学本身的研究也
仍然是如此，古人所理解的文学与今人所理解的文学可谓不啻天壤。
邱渊在研究中能够摆脱现代论说文的成见，从“言”、“语”、“论”“说”入手，去探讨中国古代
论说文体的发生，并归纳出“言体论说文”、“语体论说文”、“论体论说文”、“说体论说文”这
四种先秦论说文的形式，不仅需要克服观念障碍，也是需要学术勇气的。
尽管这些研究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有些结论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但从博士学位论文贵在创新
这一点来讲，确实值得充分肯定。
这样的研究能够促进我们对古代文体的深入探讨。
其次，研究这样的问题需要改进学术方法。
中国是一个重视历史的国度，人们研究任何事物总喜欢去寻找它的历史源头，并确定何者是它的起点
，以此作为描述其发生发展的事实基础。
邱渊的论说文体研究没有采用这样的方法，这是我所赞同的。
瑞士著名心理学家和哲学家让·皮亚杰在《发生认识论原理》中说：“正如‘发生认识论’这个名词
本身所表明的那样，我们认为有必要研究认识的起源；但是在这里我们从一开始就必须消除一种可能
的误解，这种误解如果导致把关于起源的研究跟认识的不断建构的其他阶段对立起来则将是严重的。
相反，从研究起源引出来的重要教训是：从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开端。
换言之，我们或者必须说，每一件事情，包括现代科学最新理论的建立在内，都有一个起源问题，或
者必须说这样一些起源是无限地往回延伸的，因为一些最原始的阶段本身也总是以多少属于机体发生
的一些阶段为其先导的，如此等等。
所以，坚持需要一个发生学的探讨，并不意味我们给予这个或那个被认为是绝对起点的阶段以一种特
权地位；这倒不如说是注意到存在着一个未经清楚界定的建构，并强调我们要了解这种建构的原因和
机制就必须了解它的所有的或至少是尽可能多的阶段。
”研究论说文体的发生也应如此，即并不是要去寻找这种文体诞生的某一个时点，或者说去寻找它的
绝对的开端，而是要去清理或描述这种文体建构的历史过程，许多也许不是文体的阶段其实也成为形
成这种文体的原因和机制。
如果理解了这一点，或许能够对邱渊的论证方式多一分宽容，对其看似琐碎的清理中发现一些有价值
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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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供职于云南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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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先秦论说文体产生的社会背景　　先秦时期，从文体的角度来看，文学作品主要分为三大
类：第一类是抒情类的作品；这类作品重在抒发情感，例如，诗辞歌赋等。
第二类是政典类作品；这类作品是统治者的行政命令，例如，典谟训诰誓命等。
第三类是论说类作品；这类作品重在说理，例如，言语论说等。
当然，这只是一个粗略的分类，并且，在抒情类作品中，同样渗透着一定的理性精神，例如，《诗经
·大叔于田》“叔于田，乘乘马。
执辔如组，两骖如舞。
叔在薮，火烈具举。
襢裼暴虎，献于公所。
将叔无狃，戒其伤女。
”这位猎手“叔”驾着四马高车，手执着六条马缰，整齐如带，马匹行走整齐如舞蹈，叔在猎场打猎
，烧草的火把同时举起，叔赤膊同老虎搏斗，捕得老虎献给王公。
诗人至此写道，“将叔无狃，戒其伤女”。
狃，是熟练。
毛传：“狃，习也。
”不要因为熟练而麻痹大意，让这种心理伤害了你。
这当然是理性的闪光。
在政典类作品中同样有抒情在，例如，《尚书·汤誓》中自有一种激情，《尚书·酒诰》中自有细致
的说理。
但是，在论说类作品中，理性精神表现得最为突出，文章的说理性也表现得最为突出。
　　第一节　言语受到重视、言语权力下移与先秦论说文的产生　　因为文学语言和社会语言是不可
分离的，文学语言是社会语言的文学化和艺术化。
我们在研究文学现象时 应该而且必须关注社会话语角色转换的问题。
在一定的社会中，谁是社会话语权的拥有者，不仅决定着社会话 语的形态，也决定着社会话语的功能
等。
这种社会话语的形态、功能也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着一个时代的文学形 态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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