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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偶检旧箧，得短文百篇，稍事董理，裒为是集。
世林兄以为有可观者，遂付梓刊行。
昔刘彦和云：“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余之为文固无关乎大道，然皆由心而生，自然流出，可见真性情者也。
披览旧文，则昔日之人、之物、之情、之境，毕现于眼前。
流光易逝，倏逾古稀。
是编于己雪泥鸿爪，颇有可资纪念者；于人有益与否，岂敢言哉！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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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问的气象》收录了作者近三十年问撰写的短文约110篇，按内容分为论学、演讲、祝贺与悼念
、序跋、散记五部分，另有附录。
论学部分乃作者本人治学心得之结晶，以气象论学问，倡横通与纵通，谈体志与气韵，论国学的当代
形态与当代意义，均能给人以启迪。
演讲部分则重在考察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及其对今人的启示，探讨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中应有的人类文
化生态。
对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作者亦有所思考。
其他三部分，或用文言，或用白话，兴之所至，不拘一格。
文笔优雅、活泼，感情丰富、含蓄，极见作者的文思和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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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袁行霈（1936-），江苏武进人。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人文学部主任、国学研究院院长，文科资深教授。
1957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留校任教至今，1984年晋升教授，1986年取得博士生导师资格。
先后执教于日本东京大学、日本爱知大学，并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台湾淡江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新
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客座教授；也曾在美国哈佛大学从事研究，并在美国、欧洲多所大学讲学。
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主要著作有《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中国文学概论》、《陶渊明研究》、《中国诗学通论》（
合著）、《中国文学史》（主编）、《陶渊明集笺注》、《唐诗风神及其他》、《中华文明史》（第
一主编）、《中国文学作品选注》（主编）、《愈庐集》、《清思录一袁行霈自选集》（北京社科名
家文库之一）等。
另有《陶渊明影像一文学史与美术史之交叉研究》即将出版。
　　曾获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奖国家级特等奖（个人，1989），国家图书奖（2001），中国高
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1991）、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2006）及特
等奖（2004、2008），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2001），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暨人民教
师奖章（1991），北京市人民教师称号（1993），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称号（1995），北京大学最高奖
首届蔡元培奖（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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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论学学问的气象横通与纵通博采精鉴深味妙悟——研究中国诗歌艺术的点滴体会中华文化精神—
—《中华文明之光》电视系列专题片第一讲诗国文学的质与量时代、作家和文学的繁荣文学与时尚受
重当时与蜚声后世文风的交流雅俗之间江山之助说趣奇峭体志气韵国学与二十一世纪国学的当代形态
与当代意义走上宽广通达之路——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趋向守正出新及其他——关于中国文学史的
编写与教学文学史研究的前瞻祝贺《中国赋学》创刊关于古籍整理的几点意见古代文学传播的方式与
媒介中国神话研究断想关于鬼诗的考索逝川之叹——古代哲人和诗人对时间的思考长江文化漫议我和
陶渊明演讲学术的凤气与学者的风范——在2001年北大文科教师大会上的讲话多元与自主：经济全球
化趋势中的人类文化生态——在2002年第二届北大论坛上的报告文化的馈赠——在2004年北京论坛闭
幕式上的演讲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在2006年北京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报告自信与尊严：中华文明
走向世界的姿态——在2008年中华文化论坛上的演讲关于人文学科博士生的培养——在1996年教育部
召开的文科研究生培养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北大学者应有的风度和气象——在1988年北大青年教师培
训班上的讲话把一切时光变成现茬——在北大2000级本科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呼唤伟大的作家——在
新加坡作家协会l993年元旦茶话会上的讲话关于汲古阁藏陶渊明集十卷本——2005年4月在东京日中友
好会馆的演讲古代诗歌研究要关注当代诗歌创作——在北大诗歌中心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文学与资讯技
术国际研讨会开幕辞中日学者六朝文学研讨会开幕辞古典诗词与性情的陶冶——2006年春节在国家图
书馆的演讲祝贺与悼念燕南园六十二号谢谢您，林庚先生朴实的力量生命的赞歌——《病榻杂记》读
后祝贺启功先生九十二岁寿辰悼念启功先生——答《人民政协报》记者王小宁悼念朱家溍先生——在
纪念朱家溍先生献身文博事业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切怀念林焘先生怀念大师兄陈贻惞先生悼二冬逝者已
矣存者何冀序跋《中国诗歌艺术研究》自序《中国诗歌艺术研究》日译本序《中国诗歌艺术研究》韩
译本序《国学研究》发刊辞《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序《中国文学概论》跋《陶渊明集笺注》跋《
袁行霈学术文化随笔》跋《当代学者自选文库·袁行霈卷》跋《唐诗风神及其他》跋《大家小书》序
《历代名篇赏析集成》序《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研究论著提要》序《大中华文库·新编千家诗》序《中
华诗综》序《人间词话》手稿影印本序孙继芳绘《镜花缘》序《中岛敏夫教授汉学研究五十年志念文
集》序《刘继瑛画集》跋《侯德昌隶书古诗》序严绍（汤玉）《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序《中国文学作
品选注》前言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序阎采平《齐梁诗歌研究》序尚定《走向盛唐》序孟二冬《中
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序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序徐宝馀《庾信研究》序董希平
《唐五代北宋前期词之研究》序曾祥波《从唐音到宋调一以北宋前期诗歌为中心》序曹胜高《汉赋与
汉代制度》序许逸民《徐陵集校笺》序马嘶《林庚评传》序散记书斋乐事书趣琉璃厂亿旧我爱读的十
部书茶趣山桃读帖总在遗憾中听雨我心中的北大显示个性鸬鹚读《人物志》琐记唐朝诗坛上的一段佳
话广师说玉门关散记东京印象诗的京都奈良的鹿赤门与银杏仙台行樱花黄昏新罕布什尔道上附录入文
无用之大用——答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李慧玲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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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学问的气象　　作诗讲究气象。
诗之有气象如山峦之有云烟，江海之有波涛，夺魂摄魄或在于此。
气象以雄浑飘逸为上，如“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俱怀逸兴
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皆以其超凡的气象而传诵千古。
　　做学问也讲究气象。
学问的气象，如释迦之说法，霁月之在天，庄严恢宏，清远雅正。
不强服人而人自服，无庸标榜而下自成蹊。
　　仅以中国近现代的学者为例，其中即不乏具有大家气象的人物。
归纳他们的特点大概有以下这些：　　学术的格局和视野开阔，左右逢源，游刃有馀，处处显示出总
揽全局的能力。
这倒不在研究题目的大小，题目大的如梁启超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题目小的如陈寅恪先
生的《柳如是别传》，气象都不凡。
在他们的手里，资料的采用和组织灵活而有规矩，出神而又人化，犹如魔方的组合，而不像积木的堆
垛。
他们治学的道路平正通达，思维的逻辑清通简畅，如书法之笔笔中锋、万毫齐发、力透纸背。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宋代词人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其下阙有日：“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
象为宾客。
”这气象何等恢宏！
如果借用来形容学问，“尽挹西江”可以说是把有关的资料全部搜集起来；“细斟北斗”可以说是把
有关的材料细细地加以辨析；“万象为宾客”可以说是把相关学科都用来为自己的研究服务。
学问能到这一步，也就不是常人所能及的了。
　　有气象的学问必有开山之功，开拓新领域，建立新学科，发凡起例，为后人树立典范。
陈寅恪先生所撰《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说：“自昔大师钜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
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
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
”对王国维先生的开创之功，陈寅恪先生讲了三点：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
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故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王国维先生的这三点已经被治文史的学者奉为圭臬了。
此外，如陈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补释例》、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其发凡起例之功也都是学界公
认的。
　　中国历来是道德学问并重，学问的气象实有赖于道德的高尚。
为人正直、诚实、刚强，方能不随波逐流，而勇于坚持真理。
如果又能虚怀若谷，富有宽容精神，气象就更加不同了。
读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辨证》，十分佩服其淹博与精审。
余先生积毕生之力，指出纪晓岚多处疏漏舛误，但在《序录》中却有这样一段话：“然而纪氏之为提
要也难，而余之为辨证也易，何者？
无期限之促迫，无考成之顾忌故也。
且纪氏于其所未读，不能置之不言，而余则惟吾之所趋避。
譬之射然，纪氏控弦引满，下云中之飞鸟，余则树之鹄而后放矢耳。
易地以处，纪氏必优于作辨证，而余之不能为提要决也。
”这段话在宽容中透出恢弘的气象，令人敬佩！
对后进晚辈爱护提携不遗馀力，也是大家气象的表现！
偶读《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收有蔡元培先生手迹六件，其中四件是介绍别人出版著作
的，而且有三件讲到版税问题。
其措辞如：某君“寒士，版税实缓不济急”；“如贵书局能与预订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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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某君“不必再分心于经济问题，则深为感荷”；“寒士打算，殊为可悯”；等等。
我一边看他的手迹一边想像他的心肠，感动之馀更增加了几分钦佩。
　　平时读书有感，多少窥见一点学问的气象，心向往之，聊作这篇札记，藉以自勉。
　　（原载于《群言》1996年第8期）　　横通与纵通　　章学诚《文史通义·横通》说：“通人”有
两种，一种人学问四冲八达，皆可达于大道，这是博雅君子之通。
另一种人，如贩书的老贾、藏书的旧家、勇于刻书的好事者，他们的学问虽不能达于大道，但因接近
名流，习闻名论，也有博雅君子不及之处，这叫“横通”。
他说：“横通之人可少乎？
不可少也。
用其所通之横以佐君子之纵也。
”但横通毕竟是“道听途说，根底浅陋”，不能和博雅君子相提并论。
　　章氏之论，颇有可以给我们启发的地方。
这些，我不想细说了。
我感兴趣的，是他所使用的“横通”二字，想借这个题目另做新解，谈谈文学史研究的方法问题。
　　研究文学史也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就文学论文学，着重研究文学史上各种现象、体裁、流派的产生发展和衰落；研究一个个时代
和作家的成就，及其承上的作用和启下的影响；力求将上下三千年文学发展的来龙去脉整理清楚。
这种研究方法，可称之为“纵通”。
另一种方法建立在这样的认识之上：任何时代文学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它同哲学、宗教、历史、艺
术乃至科学技术的水平和状疣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为了如实、完整而深刻地了解文学发展的历史，总结文学发展的规律，力求将文学与哲学等其他学科
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并努力从它们的关联上，从它们之间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关系上，寻求带有规
律性的东西。
这种研究方法，姑称之为“横通”。
　　“纵通”与“横通”是相辅相成的，、各有各的长处，今天所缺的是后者。
我们迫切需要开它几条旁午错出之路，使文学史与哲学史、宗教史、政治史、经济史、艺术史、科技
史携起手来，共同前进！
　　不妨就我个人耳目之所及，举几个大家习知的例子，来说明“横通”的必要。
　　宗教和文学的关系十分密切，不研究宗教史就不能完全弄清楚文学史。
譬如，不研究先秦时代的原始巫术和宗教，就不能深刻理解《诗经》、《楚辞》。
不研究两汉时期带有宗教意味的五行谶纬观念，对两汉文学总有点隔膜。
不研究魏晋以后的道教和佛教，对文学史上许多复杂的现象就得不到完满的解释。
李白的求仙，王维的崇佛，唐代的古文运动，明代的神魔小说，都要结合宗教史才能进行深入的研究
。
　　艺术史和文学史是近邻。
一个时期，在绘画、雕塑、书法、音乐中表现出来的美学观念和美学理想，在文学作品中可以找到印
证；反过来也是一样。
晋宋时期，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代表的书法，那种洒脱超逸的风格，同陶诗的萧散闲澹，《世说
新语》的玄远冷隽，总让人觉得有某种内在的相似之处。
我国的山水诗和山水画在南朝都已出现了，但当时的山水诗多是结合人的行旅、游宦来写的，山水画
也是以人物为主，山水作为背景。
到了唐代，以自然景物为主体的山水诗大量出现，同时以山水为主、人物做陪衬的山水画也产生了。
从这里是不是可以找出一点艺术发展的规律呢？
至于音乐史同词曲史的密切关系，更是显而易见，不必赘述了。
　　作为历史科学一部分的文物考古，可以为文学史提供实物资料，帮助我们了解古代的社会生活和
风俗习惯，也是文学史研究者不可忽视的一个领域。
1960年在广东韶关发现的张九龄墓志铭，记载他生年“六十有三”，可以纠正两《唐书》卒年六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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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之误。
《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尉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并序》提供了盛唐诗人、《登鹳雀楼》的作者王之涣的第一
手资料。
广东博物馆所存画有唐僧师徒取经图的元代瓷枕，告诉我们早在元代唐僧师徒的形象已经基本定型了
。
　　天文历算、地理博物等科学技术的发展史，同文学史也有关系。
屈原生年的推算，就离不开天文学的知识。
李白出生地点的考证，又属于历史地理的范围。
张衡是文学家，又是科学家。
《水经注》是地理著作，又是优美的散文作品。
《诗经》、《离骚》中的草木鸟兽之名，《天问》、《天对》中关于天文地理的问答，都说明文学史
和科技史本有不解之缘。
《山海经》是中国古代神话的宝库，又记载了许多地理学、生物学、矿物学和医药学的知识。
不借助科技史的研究成果，就很难对这部书得到全面深刻的认识。
而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展对文学的推动作用，更是明显不过了。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说过：“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
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各种各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四
百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
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
进行考察⋯⋯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年世
纪所持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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