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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时值新中国60华诞即将来临之际，海内外辽金文学研究的同仁齐聚京郊名胜红螺寺旁的钟磬山庄
，举行中国辽金文学学会的第五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有七十余人，大家济济一堂，畅谈辽
金文学研究近些年来的深入开拓，又都浸染在共和国60年大庆的喜悦气氛之中，享受着北京秋光的美
好，更显意气之勃发。
期间杨忠谦博士到我房间恳谈移时，甚为相得。
忠谦将他的文稿送给我，并希望我为这部著作的出版写一篇序。
我因前些年对辽金文学史下过一段工夫，且较早地出版了《辽金诗史》等拙著，现在也在辽金文学学
会做一点组织工作，承蒙忠谦的信赖，加之我对这个论题尤有兴趣，因此欣然愿意为本书命笔作序，
一是我和忠谦的缘分，二是可以借此深化我本人对金代这段时期诗坛的了解。
　　我和忠谦相识还是他在大同大学执教的时候，大同大学前身的主体部分是山西雁北师范学院。
忠谦彼时在师院的中文系讲授古典文学。
雁北师院非常重视辽金文学研究，并且专门成立了辽金文学研究室，忠谦当时是这个研究室的负责人
。
和忠谦一见之下，觉得其人与其名甚为吻合，忠厚谦和，恰是我对其人的深刻印象。
其后不久，忠谦就到华东师范大学去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学者黄坤教授。
忠谦对于辽金文学研究不能释怀，其博士论文还是以金代诗史研究为选题。
黄先生是以古典文献为其学术专长的，忠谦在黄先生门下学到了文献学的真功夫。
这在他的这部书稿中体现得是很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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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过金初四朝的发展，到世宗、章宗两朝，诗歌创作由“借才异代”进入到“国朝文派”时期。
诗坛上表现出三种审美趋向：第一是由政治、宗教、哲学因素而形成的普遍性特征——尚自适；第二
是由地理、历史、民族因素而形成的地域性特征——崇气格；第三是由文化、教育、艺术因素而形成
的时代性特征——重典雅。
这三个主要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是金代民族地域文化和家族文化相结合的结果。
文人的仕途空间受到压缩，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的功名意识，使不少诗人又回归到能够慰藉心灵的
精神家园——在以文继祖的理想中，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
以蔡珪、刘汲、党怀英、元德明为代表的豪杰诗人表现出气势豪迈、朴素磊落的鲜明的北方文化特点
。
随着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朝廷形成的宴享之风，与胡汉士族的典雅生活追求融合为一，在文人
们中间日益兴起浓厚的士大夫生活情趣，促进了诗歌的典雅风气。
这时期的女真皇族诗人完颜匡、完颜雍、完颜璋、完颜翡等的创作，体现出中原儒家文化与北方游牧
文化相融合的显著特征。
他们的诗歌既风格典雅、手法多样，又保存着北方少数民族朴素、豪放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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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忠谦(1963——) 
    山西应县人。
重庆文理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中国辽金文学学会理事，重庆文学学会理事。
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在《民族文学研究》、《求索》等国家和省级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
出版有学术专著《柳永形象论略》，主编或参编教材、著作四部。
主持和参与国家级、省级、校级项目近十项。
目前正主持国家级社科基金项目《金代家族与金代文学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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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金代中期的时代背景与民族特征　　世宗之前的金初四朝，其诗人主要由辽、宋人金的作家
群所构成。
由宋人金的文人相对较多，著名诗人有宇文虚中，张斛、滕茂实、朱弁、洪皓、蔡松年、高士谈、吴
激、马定国、祝简、孙九鼎、施宜生、刘著和晁会等。
他们的经历和庾信相似，诗风也显示出南北融合的特点。
他们的诗歌本是宋诗的移植，但由于不同的地域背景、文化氛围的影响，已经具有一些北方文学的雄
豪特色，表现出由宋诗向金诗过渡的特征。
他们在客观上充当了文化传播的使者，其创作为日后金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时，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女真皇族中产生了以完颜亮为代表的一些诗人。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即借才异代时期）诗坛的引导主题由两大基调组成，即抒发去国怀乡的悲凉情
思和崇尚高情远韵的隐逸心态。
宇文虚中和吴激等人代表前一种倾向，蔡松年代表后一种倾向。
　　金世宗登基标志着金朝进入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
随着金朝对汉文化的主动接受，生活在金国的各族人民在文化上互相吸收、融合，代表金诗特色的“
国朝文派”诞生。
大定时期形成的“国朝文派”又称“中州文派”或金源文派。
这一称谓最早由金中期文学家萧贡提出，后得到元好问的确认。
“国朝文派”是元好问针对金初“借才异代”时期主要由宋儒一统文坛的情况而提出的，其实质是要
确立金朝自己的文学地位。
　　元好问《中州集》卷一《蔡珪小传》中云：“国初文士如宇文太学、蔡丞相、吴深州等，不可不
谓之豪杰之士，然皆宋儒，难以国朝文派论之。
故断自正甫为正传之宗，党竹溪次之，礼部闲闲公又次之，自萧户部真卿倡此论，天下迄今无异议。
”由元好问这段记载来看，“国朝文派”的提出并非出自偶然，而是有一定的权威性。
倡此说者萧贡（公元1158-1223年），历仕世宗、章宗两朝，在文学、政事上有突出贡献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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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权对立与文化融合：金代中期诗坛研究》以金中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为背景，以当时
女真政权的治国政策、文化政策、教育政策等作为研究视角，重点从审美论、艺术论、因革论等几个
方面，对金代中期，即“国朝文派”形成时期的文学创作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对影响金代中期文
学发展的走向做动态的考察。
并采取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结合的方法，从横向和纵向的维度来研究金代中期，也就是“国朝文派”产
生与发展时期的诗歌内部特点及其发展变化。
本文希望通过对比的方法，研究同时期南、北（宋、金）诗风的差异及其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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