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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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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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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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说有所反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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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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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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倍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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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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金甫暻编著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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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苏轼和陶诗考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