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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南宋与金源两个民族政权共存于同一时空达108年，时战时和，和多战少，但总的说来和平相处是
其主流。
目前研究著述对金代文学关注不够，且与南宋文学研究相互游离，有学术偏向和研究的盲点。
《文化版图重构与宋金文学生成研究》从视野转换、改变研究结构的目的出发，对辽、北宋灭亡后的
这一阶段文化、文学生成状态作了整体考察。
全书从十二世纪初文化版图重构的角度，综论南北文学同脉共振、同质异构的一体性及其变异，对同
尊元祐、政争文祸、文学分期、地域风格、文学中心及人才分布等问题进行了探索。
这对认识中国文学至元朝发生转折性变化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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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宋室南渡后，宋金对峙的局面长达百余年之久，宋金虽属两个对立的政权，但在文化上属于一个共同
体。
作为文化的一个层面，文学也体现出了南北一体化的进程。
但由于正统观的影响，金代文学一度被排除于宋金文学史之外。
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金代文学虽被纳人正常研究轨道，且在九十年代以后形成研究巅峰，但金代文
学依然没有受到应有的“客观”对待。
我们在各类版本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著述中，可以看到，金代文学要么是与南宋文学错位，要么是以少
量篇幅出现于南宋文学之后。
这种状况的出现，是与对南宋文学与金代文学根植的文化生态尚缺乏深入了解有关。
南宋与金朝作为辽、北宋灭亡后，同时期分裂出来的两个民族政权，它们南北对峙，不仅打破了此前
的格局，而且还面临着如何重组或兴建的问题。
由于这一层面的牵引，使得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都处于变革当中，因而具有了再造的意
义，而文学的再造便囊括于文化的再造过程中。
不过，与南北政治始终处于分裂状态不同，南北文化的再造有一个重构的过程，它的发展最终使南北
共处于同一文化版图中，形成了一个共同体。
但由于受某些固有观念的左右，人们在宋金南北文化一体性的认识上还存在误区。
在谈到中原文化时，常常提到它在中原动乱年代的南移，如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等形成了
中原文化三次由北向南的迁移，而对于靖康之难所造成的中原文化的北移往往不提。
中原文化在南移的同时是否也北移了？
这和政权及经济变迁等许多层面的问题纠缠在一起，往往会令人想到金所处的战争“侵略”地位，因
此很少想到在文化上的影响，这本身是对史实理解的偏差。
宋金由海上之盟的签定，到关系的恶化，直至北宋的覆亡，这一最终结果的导致，都有金人南侵的重
要因素在内，但主要还在于北宋的政治腐败。
这可从辽降臣左企弓的献呈君王诗：“君王未听捐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①所揭示的阻止金主与宋
盟好的深层原因中窥视出。
所谓“取宋责其背约，名为伐罪吊民”，②亦不无道理。
孙傅就曾言：“本朝祖宗德泽在民未泯，及国主新立，为大臣所误，以致违盟失信。
”③当时在辽降臣辅佐下的金人，对中原文化充满了向往，其对贤人后代的保护，对书籍的索要等等
，已显示出了一定的文化见识，但由于戎马倥偬，“未遑礼乐之事”。
④故从文化的“兴建”、“兴复”运转的周期性角度来讲，中原文化的北移，与中原文化的南移是同
时进行的，并且对于双方而言，人口分布的地理改观，成为文化版图重构的原始基点。
与高宗南渡，“民从之者如市”⑤的情况不同。
金朝，最初建于我国东北，在其向南拓展的过程中，实行的是内徙外迁政策，即大批的猛安谋客徙往
内地，而大批的中原汉人流向东北。
这一方面既有弹压人民反抗之意；另一方面也具有了对落后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开发的意向。
特别是对人才利用的用意，使得文化具有了“被迫”北上的性质，由《三朝北盟会编》“金人求索诸
色人”及扣留宋使等资料即可见其一斑。
汉人北向，金人统治汉人的重心也北移到金人对宋作战的后方即河北、山西。
同时为了协调中原文明与金朝落后文化的差距，金初踵辽行南北面制度：即统治汉人的政治中心与金
统治全国的都城所在地是不一致的。
但随着改行汉官制，南北面制的废除，海陵王的南迁，金朝统治全国的中心便放在了中都（今北京）
，这样环北京一带的山西、河北等地便成为中原文化北移之后的发展中心。
中原文化的南移，是汉人政权的南移造成的，是因政权的再建而引发。
文人的生存空间与地理分布的组建，主要是与局势、环境影响密切相关，在靠近与金对峙的淮河边界
地区，人口密度极低；相反远离战乱区的四川和江南等地，社会相对安定，出现了爆炸性的人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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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就南迁者心境而言，“获安居”成了首要的因素，但因此也促成了当地文化生态的进一步改观。
以岭南而论，就有“渡江以来，北客避地留家者众，俗化一变，今衣冠礼度并同中州”之语。
⑥宋金局势趋于稳定之后，大多南渡者基于仕宦考虑，又回迁都城临安一带，因此形成了以l临安为中
心的文化发展重心带。
众所周知，我国传统的北方一般往往是指黄河中下游流域，而南方一般往往是指淮河、秦岭以南直到
岭南的广大地区。
与南方相比，我国的北方长久以来一直处于核心与主体的地位；期间，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也有彼此
消长的阶段，但尽管如此，并没有改变北方文化的主体位置。
宋金对峙时期，南北划淮为界，不但改变了这种状况，出现了两个文化中心，而且因北方地域疆界的
极大扩展，中原文化的北上发展，易地生根，使传统的南北地域文化概念在此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并最终使南北共处于同一文化版图中。
当然，南北共处一体，文化奠定的基点有着很大的不同，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曾言：“宋
自南渡后，议论多而事功少，道学盛而文章衰，中原文献实并人金。
”所谓“程学盛南，苏学行北”就是由此而发。
南北文化发展的这两种不同趋向，也恰恰构成了辽、北宋文学分流后南北发展的标志性特征。
正因为对这一时期中原文化的南北迁移问题认识不足，或者说存有误区，从而存在对辽、北宋灭亡后
文化版图重构下南北一体概念理解上的模糊，而这也影响了对南宋文学与金代文学的一体性认识，这
是目前南北文学研究错位，甚至被割离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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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修改、充实而完成的。
在我国历史上，统一是历史发展的主流，但当中亦不乏有分裂时期与之交替。
诸如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辽、宋、金源等等。
统一抑或分裂不仅影响着当时的政治、经济，而且对文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南宋、金源对峙时期，便是我国民族政权的又一次分裂时期，但与以往不同，其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不
仅深深的影响了中国的进程，而且文化上也具有了转型性的意义。
南宋与金源两个民族政权共存于同一时空达108年，时战时和，和多战少，但总的说来和平相处是其主
流。
但目前研究著述对金代文学关注不够，且与南宋文学研究相互游离，有重大的学术偏向和研究盲点。
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金朝是以女真族为主体的汉化政权，以往因“族性”有别，人们囿于正统观
念，对其往往不屑一顾，甚至不加分析地把它排除在“华夏文明”之外，以至造成历史文化研究中的
“缺席”现象，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还金代文学研究脱离于既定轨道的主要原因。
二，上个世纪80年代以降，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潮流，正统的汉文学观念得以逐渐破除，金源文学研究
方才进入正常轨道，并由此发端，渐成规模。
但也不能不看到，正统观念“运转”积淀而成的副面因素的影响，致使人们在对金代文学与南宋文学
的一体性认识上仍还有模糊不清的一面，这是南北文学研究错位，甚至被割离的主要原因。
因此有必要从辽、北宋灭亡后文化版图重构这个意义角度，去了解这一时期南北文学的生成及异质同
构的关系。
本书主要探讨了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十二世纪初中国文化版图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文化版图
的重构对这一时期南北政策取向及文人、文化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其二，宋金局势下，宋、辽文士分流于南北，他们对时局的态度及不同的人生遭际与宋金文学命运再
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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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化版图重构与宋金文学生成研究》：汇集高校哲学社会学科优秀原创学术成果搭建高校哲学社会
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平台探索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著出版的新模式扩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影
响力《高校社科文库》是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各高等学校和出版单位共同建立
的学术著作出版平台，旨在为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出版学
术著作创造条件。
《高校社科文库》将坚持“广泛动员、集中征集、严格评审、精心编校”的工作原则，致力于通过资
助优秀学术专著出版、推动学术成果交流推广等形式，让更多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和优秀工
作者走进交流空间，进入公众视野，发挥应有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作出积极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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