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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诗词曲是中国古代韵文的三大分支，历来对散曲的研究比较薄弱，目前正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重
视。
本书为我国第一部中国散曲史研究专著。
全书视野开阔、立论严谨、资料详实，澄清了传统的“曲为词之变”观点，提出“词曲同源异流”说
。
全书分为为三卷，运用社会学、文艺心理学等研究方法，从各个层面把散曲放在整个中国古代韵文系
统中予以审视，打破了传统的文学史写作模式。
本书对其他文学门类的研究和建立文学史研究的新体系、新方法，也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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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昌集，1949年生。
1982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留校执教育中国古代文学。
1985御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进修硕士生课程，结业后回校继续任教，曾师从蜚声中外的词曲文学博
士扬州大学古代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多年来在《文学遗产》等学术刊物，发表了数十篇有较大影响的学术论文。
又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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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卷　散曲形式发展　　文学史研究，从涉及的时间范围说，目前通常可见的样式有通史、断
代史，乃至更小范围的短期史。
从研究的对象说，有囊括名种文学样式的综合史，有专门研究一种门类的专体史。
本书便属于后者，研究的对象是散曲。
　　所谓散曲，依今学术界的共识，指金元以来继“词”以后兴起的一种新型“歌词”样式。
就其“歌”的一端言，散曲指一种歌曲形态，就中又有北曲（以北地乐曲为本源）、南曲（以南域乐
曲为本源）两大支。
就“词”的一端言，散曲指一种特定的韵文体式，是古代“诗”（广义）之一体。
　　散曲的这种双重性质是互相影响的。
其“文体”的发生、形成，最初与“音乐”紧密相联；散曲文学风格的重大分野和历史变迁，亦与其
音乐有着至关重要的内在联系。
因此，研究散曲史的发展轨迹，必然要在若干方面涉及到散曲的“音乐性”。
但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最终指向乃是“文学”，是为古代散曲文学通史。
　　文学史研究的内容，本是没有限定、不可穷尽的。
不妨说，文学现象中的任何一个“点”都包涵着极其丰富的“史”。
一种母题，一种形象，一种风格，甚至某种修辞法，都可构成一种“史”。
大而分之，文学史的内容通常包括文体的形式发展史，文学风格的递嬗史，文学的传播交流史，以及
具体实现之的文学家的活动（主要为文学创作）史、欣赏者的接受史，最终还应当包括文学史的抽象
形式——文学理论史。
　　上述内容，每一部文学史都不可能面面俱到，但却总要不同程度地涉及。
问题是选择什么内容作为贯穿的线索？
通常，人们以作家的个案研究为主体，通过对典型作家的创作分析展现文学史的面貌。
这种方法，可称为“串珠式”文学史，“珠”是主体，“线”只是潜在的，甚至是附属的，更可能是
“硬加”的。
　　本书采用的是“块面式”研究方法，即以散曲形式的发生、发展、散曲文学精神和艺术风格的流
变、散曲家具体的、个性化的创作为三个“块面”，从而展现散曲文学发展史的立体画面。
当然，每一个“块面”也都是由若干“线”所绘成的，各个“块面”之间又在若干方面互相映照，互
相生发，内在相通。
　　对散曲形式的发生、发展研究是本书选择的起点。
　　在对古代各种文学样式的分类研究中，“曲学”对形式研究的重视最为突出，问题也最多。
其原因不止一端，然而最根本的一点，在于一些研究者仅从前人的“理论”出发，而忽略了——或者
说不够重视对今存曲之实体的分析。
当然，前人的文籍、资料、研究成果是绝不可忽视的借鉴和某种依据，但研究的根本基础不应在前人
说过什么，而是曲体实际是否符合前人所述，合之则取，而背之则疑，继之以进一步的探索，才能揭
示——或有助予揭示。
“史”的真面貌。
　　对曲体的研究，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几乎已成为一种独立的、专门的学问。
当然，这是无可非议的。
但作为文学史的一部分，本书对散曲形式发生、发展的研究，最终导向的是对散曲文学本体的理解。
虽然它似乎离“文学”有时很远，但散曲形式由民间转向文人层，以及散曲形式自身的特质，乃是散
曲文学风貌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础之一。
因此，本书便以对北曲形式之渊源和形成的研究拉开全书的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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