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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晚唐政治与文学》研究晚唐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围绕政治、文人、文学三者之间的关系，在政
治与文学互动理论的基础上，阐述了晚唐政治格局的嬗变和政治文化的推演，政治事件和政治文化的
互动；文士的政治命运和生存境遇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文学风尚的形成等内容。
全书共六章，不仅对甘露之变、牛李党争、黄巢起义、唐室覆亡等政治事件做了考察和研究，还探讨
了政治事件对士人命运的影响及其与文学创作的互动关系，深入分析了晚唐社会政治与诗歌风尚之间
的关系，论述了晚唐科举诗风、艳情诗风、咏史诗风的形成、表现等。
全书资料翔实，论证严密，有不少独到见解，是一部颇具创见的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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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肖瑞峰，19564年7月生，江苏南通人。
l984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研究生院，l987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2#：晋升为教授，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
先后获国家级教学名师、浙江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专家等称号。
现任浙江工业大学副校长、浙江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
学术兼职有中国韵文学会副会长、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等。
已出版《日本汉诗发展史》《刘禹锡诗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别离主题研究》等多种学术专著，并
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理论研究》等刊发表专题研究论文100余篇。

　　方坚铬，1972年生，浙江温州永强人。
曾任中学教师。
1998年考入浙江大学中文系硕博连读，2003年毕业并获文学博士学位。
现为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入选2008年浙江省高校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培养人员。
参与和主持省、部级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数项。
在《文学遗产》及其他杂志上发表过数篇文史论文；出版专著《牛李党争与中晚唐文学》（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2009#：版）。

　　彭万降，l965年生，安徽潜山人。
浙江大学文学博士，教授。
著有《腐五代诗考论》《元曲三百首评注》《刘禹锡白居易诗选评》（台著）等。
参与、主持多项国家及浙江省社科课题，在《文学遗产》《中国典籍与史化论丛》《中国文哲研究通
讯》等刊物发表多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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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章 大和年间两次失败的谋剪宦官行动
与时人心态
第一节 刘蒉对策案和时人心态
一　刘蒉对策案及其对策之宗旨
二　时人对刘蒉遭遇的同情
三　刘蒉思想渊源探析
第二节 宋申锡冤案与时人心态
一　宋申锡冤案经过之考察
二　时人对宋申锡遭遇的同情
第三节 甘露之变与时人心态
一　晚唐文士看甘露之变
二　李商隐对甘露之变的态度
第二章 牛李党争与文士的政治命运
第一节 牛李党争的演进历程
一　从前期党争模式向牛李党争模式的演变
二　文宗朝的党争状况
三　从会昌朝至大中朝：党争的深化和结束
第二节 牛李党争与文士的政治命运及文学创作
一　一种具有攻击倾向的文学作品
二　晚唐三大诗人与牛李党争
第三章 从懿宗朝至黄巢起义：乱世文士
的政治命运
第一节 咸通、乾符岁皮、陆的政治命运与社会批判
一　皮、陆的政治命运和生存境遇
二　儒学演历史上的皮、陆
三　皮、陆的政治理想与现实批判
第二节 黄巢起义与文士的政治命运
一　黄巢起义始末略
二　西蜀流亡政府与文士
三　黄巢起义与文士的政治命运及其
诗歌创作
第四章 唐王朝的衰亡与文士的政治命运
第一节 昭宗朝政治事件与文士的政治命运
一　韦昭度伐蜀与吴融的幕僚生涯
二　大顺元年讨伐李克用与文士之立场
三　乾宁二年三镇兵入京事件与吴融的
诗歌创作
⋯⋯
第五章 晚唐社会、政治与诗歌风尚
书目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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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会昌大中之际的党争格局是怎样的？
　　会昌年间，李德裕主政的时候，将打击的矛头主要集中在牛党党魁身上。
从会昌四年开始，借泽潞事连逐牛党三相：牛僧孺、李宗闵、崔铉。
这是党争激烈化的表现。
到了会昌六年宣宗即位，宣宗、宦官和牛党三大势力一起联合报复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一反会昌之政
。
可谓党争白热化之阶段也。
　　在此势不两立的党争格局之中，凡是与之有所牵连波及的人，自是难免受到影响。
党人之见很深的牛党要人自是要排挤曾从事郑亚幕府的李商隐，而此时，李商隐与令狐绚曾有过的那
份个人私情也只得在这种党争格局中搁置起来。
即使令狐绚自身想拔济李商隐，然碍于此党争格局，自是要疏远之，更遑论擢拔了。
由此可以解释，大中年间，李商隐与令狐绚的交往为何似断实续、似续实断。
李商隐尚得以向令狐绚告哀陈情，亦可见令狐绚尚有念旧之情。
而李商隐则不惜拉下脸皮，时时向他祈求，因为除了令狐绚外，再无余人可作依托也。
而大中五年（851）七月，李商隐以文章干谒令狐绚，得以补太学博士，亦令狐绚破例擢用也。
论者往往责怪令狐绚之排挤李商隐，而不知此党争格局使之不得不然。
能作如是观，则令狐绚与李商隐之最终交恶，李商隐之屡番陈情告哀之情状，庶几得其实也。
　　大中朝令狐绚与李商隐确实交恶。
比之于开成会昌朝，二人的交谊可谓蜕化变质，严重恶化。
史称王茂元卒，李商隐“来游京师，久之不调”，“令狐绚作相，商隐屡启陈情，绚不之省”（《旧
唐书》本传）。
又称李商隐桂管府罢返京，令狐绚“谢不通”，“绚当国，商隐归，穷自解，绚憾不置”（《新唐书
》、《旧唐书》本传）均可为明证。
　　但是史书的论述未免过于笼统，揆之有关诗文，我们还可以发现，这种恶化却也不是一刀两段，
他们还是保持着一种似断实续，似续实断的微妙关系。
可以说，这也是由当时的党争格局所决定的，而令狐绚还是与之保持着交情，大中五年助其补太学博
士，这种行为也可以说明令狐绚自身也要受制于这个党争格局，既要疏远之，又因旧情私谊，故有荐
举之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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