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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的完稿和出版与学校提供的两次机遇息息相关。
　　1998年，学校启动了首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其宗旨是落实《武汉大学关于促进文科科
研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推动我校文科科研的改革发展。
当时主管文科的副校长张清明教授，社科处主要领导陈广胜、李建平、王秀英，校学术委员会的刘纲
纪、宗福邦等先生，文学院的陈美兰教授、郑传寅教授、於可训教授以及若干参与匿名评审的校外专
家，对我们提出的《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课题予以充分肯定，希望我们以此为契机，创造具有重
要影响的学术成果。
本课题得以列入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首批重大项目，与他们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这是学校提供的第一次机遇。
　　2003年，学校设立了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文库，以出版系列丛书为特色，旨在推出分量厚重的
学术精品。
现任主管文科的副校长胡德坤教授和社科部部长陈广胜教授等，以同行专家的评议为依据，着眼于学
术发展的需要，热情支持将《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列入文库首批出版计划。
这是学校提供的第二次机遇。
　　在丛书的撰写和出版过程中，发生了许多令我感动的事情。
比如，项目组的各位先生，除陈顺智教授与我同岁外，都比我年长，有的是我的老师，有的是我的学
长，他们不在乎名分，全心全意地投入项目的研究，这种献身于学术的精神将永远激励我奋进。
又如，武汉大学在近几年中经历了合并和院系改组等重大变化，社科处成为社科部，我所在的文学院
则成为隶属于人文学院的中文系，人事关系虽有变化，但各级主管部门对我们项目的支持仍一如既往
，经费资助从未打过折扣。
人文学院党委书记陶梅生教授、院长郭齐勇教授、主管科研的副院长龙泉明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
文化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任冯天瑜教授、副主任陈锋教授，老一辈的吴
志达教授、唐富龄教授和校外专家王齐洲教授、谭邦和教授等对本项目的进展尤为关心。
　　陶佳珞、严红和陶洪蕴三位先生担任本套丛书的责任编辑。
为了保证丛书在武汉大学110周年校庆之前问世，她们不辞辛劳，认真工作，其敬业精神给我留下了深
刻印象。
　　值此丛书出版之际，谨向所有给予我们支持、帮助和关心的人致以由衷的谢意！
　　——陈文新　　2003年3月16日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宫体诗派研究>>

内容概要

　　《宫体诗派研究》内容包括：第一章宫体诗派的文学传承，一、女性——前朝文学的讴歌对象，
二、指向理想与回归本位：“美人”语义的分化，三、扬弃与继承：宫体诗派的崛起，第二章宫体诗
派崛起的历史必然，一、传统道德意识的淡化，二、吴声西曲的影响，三、帝王率先垂范的导向，《
》内容包括：四、文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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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 从先秦风诗到南朝艳歌第一章 宫体诗派的文学传承一、女性——前朝文学的讴歌对象二、指向
理想与回归本位：“美人”语义的分化三、扬弃与继承：宫体诗派的崛起第二章 宫体诗派崛起的历史
必然一、传统道德意识的淡化二、吴声西曲的影响三、帝王率先垂范的导向四、文学思潮的“新变”
第三章 发轫期的宫体诗派一、刘宋大明、泰始时期：宫体诗派的发轫二、宫体诗派的先驱第四章 发
展期的宫体诗派一、南齐永明时期：宫体诗派的发展二、宫体诗派的偏师第五章 全盛期的宫体诗派一
、萧梁一代：宫体诗派的全盛二、以梁武帝萧衍为核心的宫体诗派的中坚三、以梁简文帝萧纲为旗手
的宫体诗派的主将第六章 衰飒期的宫体诗派一、有陈一代：宫体诗派的衰飒二、宫体诗派的殿军第七
章 宫体诗的艺术贡献与审美价值一、艺术贡献二、审美价值余论主要参考书目《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
究》丛书总跋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宫体诗派研究>>

章节摘录

书摘    汉铙歌十八曲中有一首《巫山高》，古辞与宋玉所赋的高唐神女事本来毫无关系，不过只言“
江淮水深，无梁可度，临水远望，思归而已”①，但到了齐、梁、陈文人的笔下，古辞“思归”的主
题一律被置换成了“思美人”：    南国多奇山，荆巫独灵异。
云雨丽以佳，阳台千里思。
勿言可再得，特美君王意。
高唐一断绝，光阴不可迟。
                                                                   （虞羲）    想象巫山高，薄暮阳台曲。
烟云乍舒卷，瑷鸟时断续。
彼美如可期，寤言纷在嘱。
怃然坐相望，秋风下庭绿。
                                                                            （王融）    高唐与巫山，参差郁相望。
灼烁在云间，氛氲出霞上。
散雨收夕台，行云卷晨障。
出没不易期，婵娟似惆怅。
                                                                    （刘绘）    巫山高不穷，迥出荆门中。
滩声下溅石，猿鸣上逐风。
树杂山如画，林暗涧疑空。
无因谢神女，一为出房栊。
                                                                    （萧绎）    巫山高不极，白日隐光晖。
蔼蔼朝云去，溟溟暮雨归。
岩悬兽无迹，林暗鸟疑飞。
枕席竞谁荐，相望空依依。
                                                                    （范云）    巫山光欲晚。
阳台色依依。
彼美岩之曲，宁知心是非。
朝云触石起，暮雨润罗衣。
愿解千金佩，请逐大王归。
                                                                    （费昶）    迢递巫山竦，远天新霁时。
树交凉去远，草合影开迟。
谷深流响咽，峡近猿声悲。
只言云雨状。
自有神仙期。
                                                                    （王泰）    巫山巫峡深，峭壁竦春林。
风岩朝蕊落，雾岭晚猿吟。
云来足荐枕，雨过非感琴。
仙姬将夜月，度影自浮沉。
                                                                    （陈叔宝）    巫山映巫峡，高高殊未穷。
猿声不辨处，雨色讵分空。
悬岩下桂月，深涧响松风。
别有仙云起，时向楚王宫。
                                                                     （萧诠）    每一首诗都充满了对“云雨佳以丽”的“阳台千里思”，
每一首诗都流溢出“枕席竟谁荐，相望空依依”的惆怅。
巫山神女虽然只是人间佳丽在仙界的投影，但也折射出这些文人心底的“美人”情结。
这一组把巫山与神女钩连在一起的《巫山高》一问世，唐人如沈佺期、卢照邻、孟郊、李贺等等的同
题之作便纷至沓来，而且其中没有一首不像齐、梁、陈文人那样在巫山的危峰绝壁上想象出神女的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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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汉铙歌十八首中还有一首《远如期》（一名《远期》），今存古辞难以具解，但大意似乎是祝祷天子
万寿无疆，郭茂倩《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说“汉太乐食举曲有《远期》”，那么此曲大约是宴
请外宾时所用的祝寿之曲。
总之不管何解，都与闺情无涉，但到了萧梁文人笔下，  《远期》的主题都由雅变俗，由“食”变“
色”。
张率的《远期》说“浮云蔽重山，相望何时见。
寄言远行者，空闺泪如霰”，庾成师的《远期》道“忆别春花飞，已见秋叶稀。
泪粉羞明镜，愁带减宽衣”。
与《巫山高》一样，  《远如期》主题之所以发生变化，是因为这个时代文人的“美人”情结在起异
化正统主题的作用。
    南朝文人特别是齐、梁、陈时代的文人所具有的“美人”情结构成了宫体派诗歌出现的心理基础。
它是当时的社会文化氛围、文艺思潮演变、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互动通过作者作用于文学创作过程的
一个中介。
没有这个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就不会在这个时代产生蔚然成风的宫体文学。
    三  扬弃与继承：  宫体诗派的崛起    （一）南朝诗歌诸体辨证    关于南朝的诗风诗体，根据当时人的
评判和后世人的总结，主要有元嘉体、永明体、新体诗、宫体诗、徐庾体、玉台体、齐梁体。
        所谓“元嘉体”，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指出：“元嘉体，宋年号。
颜（延之）、鲍（照）、谢（灵运）诸公之诗。
”刘宋开国之后，皇帝和宗室对文学的癖好是促进文学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
武帝刘裕虽是一介武夫，但也附庸风雅，  “颇慕风流”（《宋书?郑鲜之传》），由于他“好文章，
天下悉以文采相尚”（《齐书?王俭传》）。
刘裕的儿子宋文帝刘义隆更是有点儿横槊赋诗的劲头，现存的《登景阳楼》和《北伐》诗显示了他对
文学的造诣。
其他宗室如南平王刘铄、建平王刘弘、卢陵王刘爱真、江夏王刘义恭、临川王刘义庆、始兴王刘浚等
也都崇尚文学。
在上者“爱好文义”，四方“才学之士，远近必至”，云集影从。
刘义隆执政的元嘉年间（424—453），以谢灵运、颜延之、鲍照为代表的一批诗人突破玄言诗的藩篙
，崛起于文坛之上。
其实在诗作的题材方面，这些诗人各有侧重，谢灵运偏重山水自然，颜延之偏重庙堂应制，鲍照则偏
重拟作乐府，如《齐书?文学传论》所论：“颜谢并起，乃各擅奇；休鲍后出，咸亦标世；朱蓝共妍，
不相祖述。
”但是，在讲究词采、声色、对偶等方面，他们大体趋于一致。
所谓“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的诗风及写作态度“方轨前秀，垂范后昆”（《宋书?谢灵运传
论》），对后来永明体、宫体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
    “永明体”，顾名思义是齐武帝萧赜永明年间（483—493）形成的一种诗风、诗体。
南齐高帝萧道成“博学善属文”（《齐书?高帝纪》），他的子孙如武帝萧赜、文惠太子萧长懋、鄱阳
王萧锵、江夏王萧锋、豫章王萧嶷、武陵王萧哗、竟陵王萧子良、衡阳王萧钧、随王萧子隆等，或能
诗，或能文，都以爱好文学、招集文士而载名史册。
特别是竟陵王萧子良，  《齐书》本传说他“礼才好士，天下才学，皆游集焉。
士子文章及朝贵词翰，皆发教撰录。
所作内外文笔数十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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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总跋《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的完稿和出版与学校提供的两次机遇息息相关。
    1998年，学校启动了首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其宗旨是落实《武汉大学关于促进文科科研
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推动我校文科科研的改革发展。
当时主管文科的副校长张清明教授，社科处主要领导陈广胜、李建平、王秀英，校学术委员会的刘纲
纪、宗福邦等先生，文学院的陈美兰教授、郑传寅教授、於可训教授以及若干参与匿名评审的校外专
家，对我们提出的《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课题予以充分肯定，希望我们以此为契机，创造具有重
要影响的学术成果。
本课题得以列入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首批重大项目，与他们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这是学校提供的第一次机遇。
    2003年，学校设立了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文库，以出版系列丛书为特色，旨在推出分量厚重的学
术精品。
现任主管文科的副校长胡德坤教授和社科部部长陈广胜教授等，以同行专家的评议为依据，着眼于学
术发展的需要，热情支持将《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列入文库首批出版计划。
这是学校提供的第二次机遇。
    在丛书的撰写和出版过程中，发生了许多令我感动的事情。
比如，项目组的各位先生，除陈顺智教授与我同岁外，都比我年长，有的是我的老师，有的是我的学
长，他们不在乎名分，全心全意地投入项目的研究，这种献身于学术的精神将永远激励我奋进。
又如，武汉大学在近几年中经历了合并和院系改组等重大变化，社科处成为社科部，我所在的文学院
则成为隶属于人文学院的中文系，人事关系虽有变化，但各级主管部门对我们项目的支持仍一如既往
，经费资助从未打过折扣。
人文学院党委书记陶梅生教授、院长郭齐勇教授、主管科研的副院长龙泉明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
文化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任冯天瑜教授、副主任陈锋教授，老一辈的吴志
达教授、唐富龄教授和校外专家王齐洲教授、谭邦和教授等对本项目的进展尤为关心。
    陶佳珞、严红和陶洪蕴三位先生担任本套丛书的责任编辑。
为了保证丛书在武汉大学110周年校庆之前问世，她们不辞辛劳，认真工作，其敬业精神给我留下了深
刻印象。
    值此丛书出版之际，谨向所有给予我们支持、帮助和关心的人致以由衷的谢意！
                                                                    陈文新                                                                2003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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