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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虽然文学语言对于文学存在的重要价值已得到人们的充分重视，但以文学语言为视角撰写文学史
、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还少有尝试。
这是目前学术界第一部以文学语言观念的发展为视角而撰写的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

　　《中国中世文学思想史：以文学语言观念的发展为中心》以文学语言观念的发展为中心，使创作
中体现的语言观念与批评中体现的语言观念互相映衬、阐发，以描述语言的文学性质逐步被体认的历
史过程。
这使以往史著中断续呈现的文学语言观念发展脉络，得到连续而较完整的梳理；通过对连续的文学语
言观念发展之历史脉络的梳理，又使我们能够重新理解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

　　在一系列传统文学历史描述的概念、逻辑、价值系统的反思中，《中国中世文学思想史：以文学
语言观念的发展为中心》试图以一种更细密、深入的方式，贴近文学思想发展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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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艳，1969年生，江苏南通人，文学博士，复旦大学古籍所副研究员，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
究中心兼职副研究员，2010-2011年为哈佛大学东亚系访问学者。
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文学、元明清文学，主要着力于文学语言研究、文献版本研究等方面。
出版专著《晚明小品文体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在《复旦大学学报（社科版）》、《学
术月刊》、《江海学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三十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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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以深密、铺展的语言达到的景物写实——以谢灵运诗歌等为代表　　在刘宋文学多渠道展开
的语言美追求中，以谢灵运（385-433）诗歌为代表的景物描摹一脉，于当时的文学语言发展最具代表
性。
它继承了东晋文学于山水描述中体现的玄远、雅致的情趣，继承了西晋文学细致、精巧的语言努力，
又以更为深密、铺展的语言组织，达到对于景物的写实性描摹。
　　《文心雕龙·物色》日：“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
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
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
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
故能瞻言而见貌，即字而知时也。
”此处“近代以来”实指谢灵运辈以来，“形似”正可谓谢诗的语言特征，即所谓“巧言切状”，“
曲写毫芥”，以精巧、细致的语言达到对于“风景”、“草木”之形状的切近，并包含主体的“深远
”之“志”。
这样的语言追求与“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濂濂拟雨雪之状，喈喈逐
黄鸟之声，嘤嘤学草虫之韵”之“一言穷理”、“两字连形”、“以少总多”的《诗经》时期的描绘
方式大异其趣，也不同于《离骚》、辞赋因“物貌难尽”而“重沓”、铺陈。
虽然刘勰的复古趣味使其更欣赏《诗经》中的描绘方式，亦不得不承认“形似”者“瞻言而见貌，即
字而知时”的写实能力。
钟嵘在评价刘宋文学代表谢灵运诗歌时，又突出了其铺展的特征，认为谢灵运诗“源出于陈思，杂有
景阳之体。
故尚巧似，而逸荡过之。
颇以繁芜为累。
嵘谓若人学多才博，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
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曲新声，络绎奔发。
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诗品》卷上）。
在勾勒谢灵运之源出曹植、似张协之“巧似”以后，更指出谢灵运诗歌的“逸荡”、“繁芜”，并为
其“繁芜”辩解，认为“繁芜”实是“繁富”，即“内无乏思，外无遗物”，且常有“名章迥句’’
为之增色。
　　刘勰指出的“巧言切状”、“曲写毫芥”的“形似”，钟嵘指出的“内无乏思，外无遗物”的“
繁富”，正是谢灵运诗歌语言密切相关的两个主要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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