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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走过20世纪的现代学术之路，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已跨入一个新的纪元。
回顾过往，审视现有的成果，我们深感古典文学研究的成就是巨大的：作家研究尤其是著名作家研究
已有相当的积累，文学史的基本资料大体摸清，基本问题也得到深入研究，文体学研究方兴未艾，古
代文学理论面临着重新诠释的当代要求，传统的风格学、修辞学研究和新兴的社会一文化批评正朝着
更广泛和纵深的方向拓展。
作为古典学术重要分野的古典文学，知识积累和更新已到了这样一个时刻：层积的、零星的历史知识
亟待整合，具体的艺术经验亟待理论提升。
总之，一个世纪古典文学研究的成果积累已到了亟须加以清理、淘汰、整合并最终系统化、理论化的
时刻。
这不只是学科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当前全球化语境下民族文化认同的迫切要求。
在迈入新世纪伊始，一种全新的古典文学研究形态，一个全新的学术任务，历史地摆在我们面前，而
力图使之得以实现的初步成果，就是现在呈现于读者面前的、由众多学者通力合作完成的《中国古代
文学通论》。
这部《通论》是一个全新的设想，一个立足于20世纪学术发展，面向21世纪的学术趋向，具有学术总
结、学术探索和学术展望的意义，在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以及知识积累、学科建设各方面都力争有开
创性和建设性的新型研究。
它是多角度地宏观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尝试，同时也是一项跨学科的综合性的学术探索。
它的基本思路和内容构成都不同于现有的文学史著作。
历来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大多以王朝和文体为经纬，以作家为单元，依次叙述，优点是突出作家的历
史贡献，文学史的基本事实交代得比较清楚，缺点则在于头绪较多，史和论、叙述的独立和交叉之间
的关系不好处理，而且整体性较差。
我们认为，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通过揭示不同时代的创作范式，把握整个文学史运动的
轨迹。
围绕这一中心，我们的工作首先是突破现有文学史著作的体例，横向开展文学史的综合研究。
内容包括五个方面：（1）通论不同时期文学的时代特征和文学史地位。
（2）根据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态势，分论各体文学的创作风貌、高下得失，描述各体文学的盛衰流
变。
尤着眼于“一代有一代之胜”，重点论述《诗经》《楚辞》以及汉赋、六朝乐府、唐诗、宋词、元曲
、明代戏曲小说、清代俗文学、文学批评的成就。
（3）从不同时期文学的时代特征出发，抓住文学创作中的主要问题，研究文学与社会生活、政治经
济、文化艺术、文学传统的关系，注意从“历史一文化”的角度作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4）梳理历来整理、研究历代文学典籍的成果，对各类文学典籍的存佚、收藏及整理情况加以总结
性的评述。
（5）站在20世纪学术发展的高度回顾近代以来的古典文学研究，从学术观念、研究方法的角度对学术
史加以反思，在此基础上指出不同时期文学研究面临的问题，提出学术界当务之急的工作和研究思路
。
总之，我们的目标是力求全面阐述古典文学的基本内容，展现20世纪的学术积累和认识深度，表达当
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总体认识、评价及对学术史的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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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明代文学既是对元代文学的承续，也是对清代文学的开启，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
。
同以往各时代相比较，在世俗化激发下的雅俗文化互动是明代文学的显著特证之一；文学思潮与哲学
思潮的联姻，是明代文学的又一显著特征。
　　本套丛书还：《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先秦两汉卷）》、《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宋代卷）》、《中
国古代文学通论（隋唐五代卷）》、《中国古代文学通论（魏晋南北朝卷）》、《中国古代文学通论
（辽金元卷）》、《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清代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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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明代卷）》　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总序　绪论　　一　明代文学的历史地位及
基本特征　　二　明代文学的分期及文化意义　上编　明代文学的基本内容　　第一章　明代诗歌概
述　　　第一节　明诗分期诸说　　　第二节　明诗演变的轨迹　　　第三节　关于明诗的评价　　
第二章　明代词曲概述　　　第一节　明词概述　　　第二节　明曲概述　　第三章　明代文章　概
述　　　第一节　明前期文章　　　　第二节　明中期文章　　　　第三节　晚明文章　　　　余论
　　第四章　明代八股文概述　　　第一节　八股文的渊源　　　第二节　明代八股文的流变　　　
第三节　明代八股文的影响　　　余论　　第五章　明代戏曲概述　　　第一节　明代杂剧概述　　
　第二节　明代传奇概述　　　余论　　第六章　明代通俗小说概述　　　第一节　《三国演义》与
《水浒传》　　　第二节　嘉靖朝的通俗小说　　　第三节　公案小说与神魔小说　　　第四节　《
金瓶梅》与色情小说　　　第五节　拟话本小说等　　第七章　明代文言小说概述　　　第一节　明
初文言小说　　　第二节　明中期文言小说　　　第三节　明后期文言小说　　　第四节　明代中篇
传奇小说　　第八章　明代文学批评概述　　　第一节　明代的诗歌批评　　　第二节　明代的散文
批评　　　第三节　明代的小说批评　　　第四节　明代的戏曲批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先秦两汉
卷）》《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宋代卷）》《中国古代文学通论（隋唐五代卷）》《中国古代文学通论
（魏晋南北朝卷）》《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辽金元卷）》《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清代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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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下文拥炉诉肺腑时便明言：“妾知兄心旧矣，岂敢固自郑重以要君也，第恐不能终始，其如后患何？
”望月对话亦然。
娇“促步下阶逼生日：‘兄谓织女斜河，何在也？
”’蕴涵牛女传说，而其行动亦如分煤中牵生衣拭其指污处，超出一般表兄妹关系，连申生都感突然
。
她后于拥炉时断然说：“异日之事，君任之；果不济，当以死谢君！
”可见，她比崔莺莺更大胆，更执著，非一时冲动，图片刻欢愉，而期有始有终，想到可能的后果，
并作了最坏的准备。
下文“拥炉”明确了二人关系，为篇中重要情节，故于全称中特别标出。
而其后波折有增无减，不只申生几度往返，即拥炉之后的寝室私会，申生欲往，为雨所阻，娇娘来就
，申生酒醉，也都不一帆风顺。
中间又有丁怜怜和飞红的插入，使事态更为复杂。
由丁怜怜伏下帅子求婚，拆散鸳鸯，并引起下文偷鞋情节。
飞红在作品中地位较特殊，甚至嵌入篇名。
她原是舅舅侍婢，后成其宠妾，喜谑浪，善应对，工诗词，主动与申生接近，引起娇娘的猜忌，经申
生一再解释，并指天自誓始释嫌。
这也丰富了娇娘形象，体现其对爱情专一的追求。
此后申生有意冷落飞红，惹其不满而作梗，致舅母察觉二人行迹。
这种种描写，固然体现好事多磨，也使情节曲折跌宕，人物形象更丰满。
比较而言，申生形象稍弱于娇娘，其最后一次分别甚至对娇言：“勉事新君，我与子从此诀矣。
”引起娇娘的不满：“兄丈夫也，堂堂五尺之躯，乃不能谋一妇人，事已至此，更委之他人，君其忍
乎！
”申生并非无情，而是无奈，他最后抛弃功名利禄，“甘从地下”，以生命唱出爱的悲歌，发出对封
建礼教的控诉。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古代文学通论（7卷本）>>

后记

《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先秦两汉卷》是集体编写而成的。
全卷的具体分工介绍如下。
绪论：赵敏俐。
上编第一章《中国古代神话概述》：吕微；第二章《概述》：许志刚；第三章《先秦历史散文概述》
：谭家健；第四章《先秦诸子散文概述》：谭家健；第五章《楚辞概述》：周建忠；第六章《汉赋概
述》：曲德来；第七章《汉代散文概述》：杨树增；第八章《汉代诗歌概述》：赵敏俐；第九章《先
秦两汉文学思想概述》：王长华、郗文倩。
中编第一章《先秦两汉文学与哲学》：常森；第二章《先秦两汉文学与史学》：杨树增；第三章《先
秦两汉文学与经学》：许志刚；第四章《先秦两汉文学与原始宗教》：过常宝；第五章《先秦两汉文
学与艺术》：张树国；第六章《先秦两汉文学与地域文化》：陈春保；第七章《先秦两汉文学与出土
文献》：王志平；第八章《先秦两汉文学与语言文字》：刘刚。
下编第一章《先秦两汉文学的原始典籍》：王培元；第二章《先秦两汉文学典籍的历代训释》：王培
元、李升民；第三章《有关先秦两汉文学的新出土文书》：谭家健、李山；第四章《先秦两汉文学研
究资料与工具书》：王培元、李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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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套装共7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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