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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学者竹内好在《鲁迅》一书中，对鲁迅“不退却，也不追随”的性格，有如下描述：“他让
自己与新时代论辩，由于‘挣扎’而清洗自己，再把清洗后的自已从中脱出身来。
”这种夹带着血与泪的“挣扎”，不同于世人之动辄“幡然悔悟”，因其有切肤之痛，步子可能迈得
更坚实些。
如果不避拉大旗做虎皮之讥，我愿意将此思路移用于今日之学术史研究。
表面上属于退一步进两步的策略性选择，而我更看好的，却是其中的自我反省意识。
外行只见其指点江山，似乎痛快淋漓；身处其中者，则不无鲁迅“抉心自食”的意味。
所谓自省，既针对整个学界，更针对学者本人，这也是我再三说的，对有志于治学术史的人来说，“
过程”可能远比“结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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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小盾，笔名王昆吾，文学博士。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1951年出生于江西南昌、1993年起担任博士生导师。
著有《原始信仰和中国古神》、《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汉唐音乐文化论集》、《唐代酒令
艺术：关于敦煌舞谱、早期文人词及其文化背景的研究》、《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中国
早期艺术与宗教》、《汉文佛经中的音乐史料》、《从敦煌学到域外汉文学》等著作。
　　杨栋，文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元曲研究所所长。
1654年出生于河北南营。
著有《中国散曲学史研究》、《中国散曲学史研究（续篇）》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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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29年，《小说月报》20卷4号发表郑振铎《词的启源》一文。
此文批评了传统的“诗余”观念，认为“胡夷、里巷之曲”代表了词的两个来源，并将“词史”分为
“胚胎”（有曲无辞）、“形成”（曲旧而词新）、“创作”、“模拟”等四期，亦即从曲辞关系角
度论述了词的历史。
　　1931年，任二北所著《词曲通义》出版；1932年，王易所著《词曲史》出版。
前书将词曲合并作比较研究；后书列有《隋唐乐府》、《唐代词体之成立》、《唐五代诸词家》等小
节，论及词体之演进、词曲之界和词曲之变。
同年，夏承焘成名之作《白石歌曲旁谱辨》一文于《燕京学报》12期发表。
　　1933年至1934年，龙榆生先后发表《词体之演进》、《中国韵文史》等论著。
他从唐代文献中钩稽出大批曲子资料及歌唱资料，论述了词曲与音乐的关系、燕乐杂曲辞的产生与发
展、令词在唐代的尝试及在西蜀南唐的兴盛等问题，为唐五代音乐文学提示了研究主线。
　　1935年，朱谦之所著《中国音乐文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从音乐角度论述了历代文学的演变。
在《唐代诗歌》一章，论述了燕乐区别于雅乐的特点、诗与歌的关系、绝句之唱法等问题。
同以往的著述相比，这是最接近音乐文学本质的一部著作。
同年，任二北出版《词学研究法》。
　　以上诸项表明，词体源流研究乃与20世纪词学的整体发展同步，是伴随中国音乐学、敦煌学、词
学的建立而形成的。
因此，它在第一阶段的特点是：能够结合隋唐燕乐、敦煌曲子辞来认识词的起源，并开始清算朱熹的
填实和、泛声之说，出现了各抒己见、百家争鸣的局面。
但在这一时期，宏观的统摄较多，简单划分进化阶段的论述较多，微观的考证较为少见。
可以说，这是初步采用客观研究法，接纳新资料，历史地认识词体与词乐的内在关系的时期。
50年代至60年代是中国词学相对萧条的时期。
这时的词体源流研究仅由少数学者进行，但正因为这样，它表现出趋于纵深和具体的倾向。
这时，任二北开始由宋元词曲转向唐曲子研究，先后出版了《敦煌曲校录》、《敦煌曲初探》、《教
坊记笺订》等书。
夏承焘则继续在词法考订方面迈进。
他的未刊稿《词例》包括字例、句例、片例、辞例、体例、调例、声例、韵例诸门，“贯全宋、元词
为一系统”。
《唐宋词字声之演变》实际上是此稿的部分篇章，《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则汇集了对于姜白石词乐谱
的考订笺释。
另外，音乐学家杨荫浏在其中国音乐史著述中探讨了词的音乐，丘琼荪（以及海外学者饶宗颐、赵尊
岳）则对姜白石旁谱作了进一步考订。
在这一时期，词体源流研究较前期更为注重考据的科学性，由宏观转向微观；但在一诗词之辨、宋词
与唐曲之辨等问题上，仍有一些模糊影响之说。
它似乎在为新高潮的到来进行铺垫和准备。
于是，到1982年，任半塘（二北）《唐声诗》出版，词体源流研究迅速走进一个新的阶段。
　　《唐声诗》是一部90万字的著作，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此书详尽地展示了隋唐五代作家作品同音乐、舞蹈相关联的实况.从而否定了以前那种“诗乐亡而词乐
兴”的谬说。
其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围绕词的起源问题，提出了“歌辞”、“声诗”等概念。
“歌辞”概念的意义是消弥了过去文学研究中一些缺少认识价值的分割。
比如说，既然大量近体诗可以纳入曲子之乐，同长短句辞一起共有“歌辞”这一本质，那么，近体诗
歌与各种体式的曲子辞之间便不会有严格的界线，所谓“严诗、词之辨”因此是无意义的。
“声诗”则指唐代结合声乐、舞蹈的齐言歌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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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概念指出了齐言、杂言歌辞“同时并举，无所后先，各倚其声，不相主从”的历史真相，说明应
从文学与音乐共生这个大背景上来认识诗体作品与长短句体作品的差别及关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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