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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骛学之宗：吕祖谦传》中作者以犀利德文笔锋，主张&ldquo;明理躬行&rdquo;，治经史以致用
，反对空谈阴阳性命之说，开浙东学派之先河。
本书全景式地展现了&ldquo;东莱先生&rdquo;的传奇人生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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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儒宗，1946年9月生，浙江浦江人。
自幼爰本家学，农余从父攻读经史、诸子和诗文，兼习书画。
今在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从事儒学研究。
已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著有《中庸论》、《人和论——儒家人伦思想研究》、《游艺论——儒家文
艺思想研究》、《婺学通论》、《江右王学研究》，与人合著《古代情诗类析》，参加编写《浙江人
物志》、《浙江大事记》、《浦江县志》和整理校点《吕祖谦全集》、《宋濂全集》、《罗洪先全集
》等；自编旧体诗文《嵩溪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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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东莱先从编辑古文开始。
他在唐宋名家中精心加以选择，选定韩愈文十三篇，柳宗元文八篇，欧阳修文十一篇，苏洵文六篇，
苏轼文十四篇，苏辙文二篇，曾巩文四篇，张未文二篇，凡六十篇，编为二卷，取名《古文关键》。
各篇标举其命意、布局之处，指示学者以欣赏文章和写作文章的门径，故谓之“关键”。
因为此书的选批议论，系专为门生学文而编，故卷首冠以《总论》，通论“看文”和“作文”等关键
问题。
    在《总论》中，首先在《看文字法》中提出了欣赏文章的方法。
他说：“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
先见文字体式，然后遍考古人用意下句处。
”东莱认为，欣赏文章必须抓住大纲，分清层次。
他说：“第一看大概主张，第二看气势规模，第三看纲目关键，第匹看警策句法。
”    东莱还进而提出，各家文章都有其不同的特色，故读者也应从不同角度加以欣赏。
因而提出了欣赏和学习各家文章的不同方法。
他认为，韩文源本于经，故其特色为“简古”，而学韩文之“简古”，不可不学他的法度，“徒简古
而乏法度，则朴而不华”。
柳文出于《国语》，故其特色在于能掌握“关键”，议论文字亦能“反复”，学柳文“要学他好处，
要戒他雄辩”。
欧文祖述韩子，而其特色则为“平淡”，议论文字最能“反复”，学欧文之“平淡”，不可不学他的
渊源(韩文)，“徒平淡而无渊源，则枯而不振”。
苏文出于《战国策》、《史记》，故其特色为有“波澜”，亦得“关键”之法，学苏文“当戒他不纯
处”，而且，“苏文当用其意；若用其文，恐易厌，盖近世多读”。
此外，东莱又认为，曾文专学欧，但比欧文“露筋骨”；苏辙之文则太“拘执”；王安石文的特色为
“纯洁”，但“学王不成，遂无气焰”；李□之文太“烦”，亦“粗”；秦观之文，“知常而不知变
”；张耒之文，“知变而不知常”；晁补之之文则太“粗率”。
而秦、张、晁三人都是学苏的。
    其次，他在《论作文法》提出了作文的方法：“文字，一篇之中须有数行齐整处，须有数行不齐整
处；或缓或急，或显或晦，缓急、显晦相间，使人不知其为缓急、显晦；常使经纬相通，有一脉过接
乎其问也，盖有形者纲目，无形者血脉也。
”作文还必须达到如下的要求：“笔健而不麓，意深而不晦；句新而不怪，语新而不狂；常中有变，
正中有奇；题常则意新，意常则语新；结前生后，曲折斡旋；转换有力，反复操纵；有用文字，议论
文字，为文之妙，在叙事状情；辞源浩渺，不失之冗；意思新转处，多则不缓。
”所以，作文必须善于处理诸如“上下，离合，聚散，前后，迟速，左右，远近，彼我，一二，次第
，本末”等相反相成的关系。
文章还应分别具有“明白，整齐，紧切，得当，流转，丰润，精妙，端洁，清新，简肃，清快，雅健
，立意，简短，闳大，雄壮，清劲，华丽，缜密，典严”等各种不同特色和风格。
    最后，东莱还在《论文字病》中强调作文必须避免各种弊病，诸如“深，晦，怪，冗，弱，涩，虚
，直，疏，碎，缓，暗；尘俗，熟烂，轻易，排事；说不透，意未尽，泛而不切”等等。
    然后，他把《总论》中提出的这些作文方法，分别标注于所选的各篇文章的必要之处，随时加以指
点，以便读者有效地进行欣赏与学习。
《古文关键》编成之后，在作文教学中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因为这确实是一部很好的学文教材，所以不仅当时深受弟子们的欢迎，而且还广为流传。
    P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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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吕祖谦，南宋哲学家、文学家，被称为“东莱先生”。
与朱熹、张栻齐名，时称“东南三贤”。
他文笔锋犀利，主张“明理躬行”，治经史以致用，反对空谈阴阳性命之说，开浙东学派之先河。
本书全景式地展现了“东莱先生”的传奇人生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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