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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总序　　东方出版社与吴先宁同志共同合作，经周密考虑与多方联系，约集近数年来获得博士学
位的古典文学研究者，组织出版一套中国文学史研究系列著作，第一批共十二种，起名为《日晷文库
》。
我觉得这一丛书的名称很有特色，它不但是比喻中华古典文学还如日行天，灿烂辉煌，照耀我们正在
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祖国大地，而且象征我们这一代年轻的研究群体视野开阔，思想敏锐，全身心地投
入这一蓬勃向上的精神领域，努力开创一个更加光彩夺目的学术天地。
　　80年代以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确实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转型时期。
这是本世纪前80年所未曾有过的。
所谓转型，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对古代文学由单纯的价值判断而转向文学事实的清理，也就是由主观
框架的设施而向客观历史的回归。
这是我们古典文学研究界在观念上的一大跃进。
前几年在学术界曾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可惜口号虽然提出，讨论并未具体展开。
但我们的研究实践却明确回答了这一问题。
那就是文学史的研究，应当注意史的发展线索，文学史研究的基本单位，不是简单排列的一个个作家
，而是连续不断向前推进的不同时段。
这就不是作家评论的程序汇编，而是文学群体的有机活动系列，包括作家之间的关系（如新老作家的
交替，文人集团的友谊与冲突），作家群体的形成与消散，文学思潮的兴起与衰落，创作风格的变化
，不同文体的代兴。
这之中，群体与时段的研究，是这些年来最出色的成绩。
有谁在这方面下了工夫，他的著作就能使人耳目一新。
因为即使历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也不是孤立的人，在他的周围，有一个流动着的文学环境，有一个层
次不等的群体，即使是大师级的人物，他也是属于同时同地的艺术家族的。
　　这种趋向，在古典文学研究界，特别是在年轻研究者中，已经形成一种冲力，那就是要从过去占
很大优势的局部、个体研究中挣脱出来，对文学的长时期发展阶段作出整体的把握，在这种把握中表
明研究者的力度与深度，反映这一代学人所特有的对文学命运的关切与忧思。
　　转型期的另一表现，就是重视“历史一文化”的综合研究。
古代文学研究要向深度发掘，当然要着力于文学内部发展规律的探求，但这种探求是不能孤立进行的
。
这些年来，文学与哲学思想、政治制度，以及与宗教、教育、艺术、民俗等关系，已被人们逐渐重视
。
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
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期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
综合的“历史一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
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
正如19世纪法国文艺评论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所说的，“个人的特色是由于社会生活决定的，艺
术家创造的才能是以民族活跃的精力为比例的”。
当然，我们这样做，不仅要考虑文学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亲缘关系，更要探索文学在总的“历史一
文化”环境中怎样显示其特色。
它不是使文学隐没，而应是使文学作为主体更加突出。
　　这就是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意识。
如果说，这些年来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真正有所进展的话，那么，这种文化意识的观念及其在实际研
究工作中的运用，是最可值得称道的成就。
如果我们要从理论上对古典文学研究的经验进行一些探讨，那么这个文化意识问题就是其中最值得重
视的新的课题。
　　我觉得，从以上两方面的研究新格局和新思路来看这套丛书，可以说现在这十二种著作正是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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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体现这一时代的学术风貌与年轻一代的创新气度。
这十二种书，从先秦时期的《诗经》、楚辞开始，一直至明清时期各种体裁的文学创作，都是从思潮
、流派、群体出发，有意识地对文学史的线索进行清理，重在清理事实，而不简单地品评高下，不单
纯立足于点的深化，而在于线的连续；与此同时，又善于从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相互关系中把握恰当
的中介环节，使我们接触到那一时代、社会所特有的色彩和音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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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着重研究处于晚明这一历史转型时期作为时代精英的士人的心态变化，认为士人心态的变化与晚
明时社会文化方面的变化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士人心态长期发展深化的结果。
晚明士人就其群体而言，存在着一个基本心理趋向，就是力求道统与政统合一的理想人格的解体，自
我觉醒和个性的张扬；而就其个性而言，则每个士人的个性不同，他们的心态也很不同。
本书在进行群体心态探讨的同时，对晚明时在文学或思想上富有建树的四位代表性士人的心态，也作
了个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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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导致万历帝倦政，以致长期怠政的主要原因可能就出在立储一事上。
在这一事上，他和他的臣子群体之间发生了长期而激烈的争执和冲突，这就是明史上有名的“争国本
”事件。
万历帝的王皇后不能生育，没有嫡子。
万历帝在和自己母亲慈圣太后身边的王宫女的偶然遇合中，使她怀了孕，生下了皇长子。
尽管王宫女被封为恭妃，但万历帝并不喜欢她。
万历帝所宠爱的郑贵妃则为他生下了皇三子。
可能是由于枕边风的缘故，万历帝想要在继承人间题上废长立幼。
这遭到了几乎全体朝臣的反对，群臣们反对皇上的废长立幼，要求确立皇长子的太子地位是有无可辩
驳的正当理由的，那就是祖宗成宪和礼法观念。
在这两条上，贵为天子的万历帝也无可奈何，他不得不承认群臣们的要求是合理合法的，并且否认自
己有废长立幼的企图，但他仍然不愿意立他所不喜欢的女人所生的儿子为太子。
皇帝的自尊心促使他不愿向他的臣子们屈服，他以顽强的意志与群臣们对抗着，尽管所能采用的唯一
办法很消极——以各种借口拖延立储。
经过几个轮回的争执以后，双方形成了僵持的局面，直到万历二十二年（1594），皇长子十三岁了，
万历帝才让他正式出阁讲学接受教育，这已经算是万历帝对群臣们的一次初步让步。
这以后，万历帝继续拖延册立太子。
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万历帝才向他的群臣彻底妥协，皇长子终于被册立为太子。
这时候皇长子已20岁了。
　　这场国本之争一直延续了15年，表面上，似乎群臣们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实际上，这场冲突没有赢家，双方都惨败了。
内向而懦弱的万历帝因自己的意志受到了压抑，感情受到了挫伤而变得心灰意冷，他以自己的消极怠
政来报复他的臣子们。
万历帝的怠政对群臣的严重危害之一是，官员的任免处于半停顿的状态，在职的官吏不再能得到正常
的升迁，空缺了的官职得不到及时的补充。
一方面是“人滞于官”，另一方面是“官曹空虚”，而且这种情况越到后来就越严重。
除了消极怠政外，万历帝甚至还有意识地制造和加剧这种现象。
官吏既然得不到正常的升迁，那么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对大多数官吏来说，原有的那
种奋发向上的积极性和自信心受到了削弱，想通过升迁而取得更多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报答的希望也
就成了泡影，对皇上、对帝国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涣散以至消失了。
贪污腐化的现象更加严重，吏治也就更加败坏。
空缺的官职得不到补充，使得政府机构处于瘫痪状态，国家机器残缺不全，不能正常运转。
　　万历怠政对群臣造成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渐开党派门户之争。
皇帝既然放弃了自己的职责，帝国也就没有了一种统率全局的主导力量，原来用来维系群臣的伦理道
德观念也就失去了约束力。
臣子们的个人私欲急剧膨胀，他们为了各自的利害关系，或通过地缘关系，或通过师生之谊，分成了
许多小集团，争权夺利，纷争不已。
门户之争在争国本阶段的万历二十一年癸巳（1593）的京察中已经初露端倪，此后每逢京察，总要有
一番激烈的争斗。
此外，只要朝廷中发生了一件事情，哪怕是微末小事，都会引起一场大争斗。
党派之争到了万历三十五年（1607）后，更加趋于尖锐化和公开化。
这时候已经形成了各种名目的党派，重要的有东林党和与它对立　　的宣、昆、齐、楚、浙等党派。
在党争中，各派的势力互有消长。
万历年间出现的党派门户之争，直到明代灭亡仍没有停止，甚至在南明各个小朝廷中还继续着。
　　万历时期党争的出现，表明这时期的政局已经失去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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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官僚之间的内部消耗给整个官僚集团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伤，它既是明末政治腐坏的产物，同时
也加剧了这种政治体制的衰败，并导致了它的最终灭亡。
　　万历帝的怠政是出了名的，他的奢侈和贪财同样地出名。
这位万历帝贪图享乐，大肆挥霍，弄得宫中的开支常常入不敷出。
这位秉性贪婪的皇帝想出了各种方法敛财，其中最重要的方法是派出大批的宦官到全国各地去充当矿
监税使。
这群丧失了性功能因而心理发生畸变的宦官对钱财有一种疯狂的癖好。
他们横征暴敛，胡作非为，为了金钱而无恶不作，弄得民不聊生，因而各地激起了连绵不绝的民变和
兵变，不少身受宦官之害的地方官员也参加或配合了这种反税监的斗争。
矿监税使激起民变，给本来已经一塌糊涂的晚明政局又增添了新的混乱。
　　对晚明政局有很大影响的还有著名的三大案。
发生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的梃击案是第一案。
万历二十九年皇长子册立为太子后，皇三子也受封为福王。
皇子受封为亲王后，按例得尽快离开皇宫到为他安排的藩王府居住，称为“之国”。
但由于郑贵妃阻挠的缘故，福王迟迟不肯到洛阳福王府。
群臣们认为福王在京对皇太子的地位构成了威胁，为此又争执了十多年，直到有人告发妖人王子诏受
人指使，企图以蛊巫之术谋害皇太子，且有人欲带刀行刺太子，此案又牵涉到郑贵妃母子后，万历帝
迫于群臣的压力，不得不让福王在万历四十二年到他在洛阳的封地去了。
梃击案发生在一年之后，一个手持枣木棍的壮实汉子从东华门入宫，直闯太子居住的慈庆宫，击伤了
守门太监，后被众太监擒获。
最初两次的审讯报告均认为此人疯癫，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因而误闯入宫。
这就引起了群臣的怀疑和议论。
后经刑部一主事的私审，犯人供出是有人指使并引导入宫的，私审认为此人不是疯子。
后来刑部十三司司官进行了会审，犯人的供词中牵涉到郑贵妃宫中的两名太监。
群臣们要求进一步追查幕后人。
万历帝眼看此案牵涉到了郑贵妃，便让郑贵妃先去太子宫中求情，并特意和太子一起在慈宁宫中召见
了大臣，他指责大臣欲借梃击案件离间他们父子，并且声称犯人是个疯子，指令尽快将他和受牵连的
两名太监处决了，以便了结此案。
皇太子也按照万历帝的意思表示了意见。
在万历帝的直接干预下，此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但对立的党派之间围绕这一案件在结案前后又争论了很长时间。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万历帝去世。
八月初一，太子朱常洛继位，这就是明光宗。
这时候郑贵妃担心明光宗因为立储、梃击等事件而对她报复，为了巴结光宗，将几个美女献给他。
这位到十三岁才出阁讲学，此后又经常中断的皇长子显然缺少良好的教育，本来他的身体就差，即皇
帝位后不进行自我克制，贪恋女色，纵欲无度，把身体弄得很虚弱。
有一夜竟对郑贵妃送来的美女连幸数人，把身子淘空了，卧床不起，服了原郑贵妃宫中内侍、这时掌
御药房的太监崔文升的大黄药，更是腹泻不止。
后来，鸿胪寺官李可灼所进献的两丸红丸药又使光宗命归西天。
这时离光宗即位仅一个月。
有些大臣要求追究误用药物的李可灼、崔文升以及首辅方从哲等人的责任，围绕光宗致死的原因，对
立的党派之间又展开了长期的争论。
这就是晚明三大案中的第二案“红丸案”。
　　　　王格受吐纳服食之术，吐纳服食即是服气之法，也叫食气，它和行气、胎息、导引诸术都是
呼吸修炼之法。
道教认为元气为生气之源，气在则神随在，人得元气则生，失元气则死，服气就是吸收天地间的生气
，它是呼吸修炼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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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与现代气功中所讲的调息、吐纳、内视气功法、守丹田气功法等颇多相似之处。
吐故纳新，本是维持生命所必须的，但道教认为通过服气之法，吸入天地之气以及日月星辰的精气，
可以使人长寿，服气的方法很　　多，并且要看季节、天气、时辰而行。
　　李元昭喜好炼丹服食。
道教的炼丹术分为外丹和内丹两种。
外丹是指用炉鼎烧炼丹砂、铅、汞等矿石，辅以草木药物而炼成丹药，使人服食的方术。
最初炼成的称“丹头”，只能作点化之用，道教书中认为它有剧毒，不能服食。
再进一步烧炼，便可成道教认为可以服食的丹药，称为仙丹或金丹。
金丹分为三种，一是神丹，二是金液，三是黄白（一种形似黄金的东西，炼丹家认为是黄金，称它为
丹金，其实它是一种金属化合物）。
这三种丹药可以互相转化，金液与汞合炼而成丹，丹与汞合炼而成一种形似白银的东西，再进一步烧
炼即成丹金。
金液与黄土合炼而成“黄金”，再进一步烧炼又可成为小豆一样的丹丸。
道家认为服食这些丹药，可以使人长生不死。
《抱朴子内篇·金丹篇》即认为：“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
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
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
”内丹是一种自我修炼术，它把自身作为鼎炉，以自身中的精气为药物，以神为运用，循行一定的经
络，经过一定的炼养步骤，使精、气、神在体内凝聚不散而成为“仙丹”，这实际上是一种气功修炼
术。
李元昭炼丹供服食之用，当是一种外丹修炼术。
　　皇甫濂不仅修习吐纳服气之术，而且还修治房中术，终于因为性交过度衰竭而死。
房中术又称御女术、黄赤术，源于古代的巫术，在早期道教中流行。
提倡房中术的道教徒认为男女禀受的天地之气不同，一为阳气，一为阴气，可以互相补益，男子通过
一定的方法与不同女子多多性交，称为“男女合气”，可以采阴补阳、还精补脑，不仅能够补救伤损
，功治众病，而且还能够延年益寿，甚至超度成仙。
因此早期道家将房中术作为一种养生之道而加以提倡，但这　　方法不易于掌握分寸，容易走向纵欲
，北魏时道士寇谦之竭力排斥，后来道家也就逐步摈弃了此术。
汉魏时期托名黄帝等的讲房中术的书籍非常之多，到唐宋时期已经不多见了，宋以后濒于绝灭。
明代中期以后特别是晚明，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房中术又一度盛行起来，许多士人辑佚先代讲房中
术的书籍，奉之为秘籍。
晚明盛行房中术主要是为了纵欲的需要。
而皇甫濂搜采先代的房中秘籍，主要的还是为了修炼长生，但也不免走上了邪路。
　　晚明士人更多的是信奉佛教，有的佛道兼信。
信奉佛教又以信奉禅宗为主。
佛教注重于来世，注重于彼岸世界，它相信因果业报、生死轮回，超越人的个体生命价值。
佛教认为现实人生是无常、无我，是苦的。
苦的根源在于人自身的称为“惑”的贪、嗔、痴等种种烦恼和称为“业”的身、口、意等种种活动，
“惑”和“业”为因，造成生死不息之果，根据人的善恶行为轮回报应。
摆脱痛苦之路，在于只有进行长期的繁复的艰苦修持，彻底转变自己的世俗欲望和认识，超出生死轮
回范围，达到“涅盘”的解脱境界，涅盘也就是成佛，具有常、乐、我、净四德，是永生常乐的，它
是佛教修持所要达到的最高理想，是熄灭生死轮回而后获得的一种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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