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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南北朝文学史》编写的总要求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阐述了我古近代文学的基本面貌，要
求材料比较丰富翔实，叙述比较准确充分，力图科学地全面地评价作家、作品，从而阐明各种文学现
象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继承和发展关系。
限于主客观的种种条件，实际的工作必然和上述要求有所距离，书中的不当以至错误必然不可避免。
　　下面是对编写工作中一些具体问题的说明：《南北朝文学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负责
总纂，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协作编纂；《南北朝文学史》编写方式不取一致，采用主编或编著者
负责制，即各册的学术观点、学术质量统一主编或编著者；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
分之一。
由于各种原因，《南北朝文学史》中不仅对少量用汉语写成的少数民族古典文学作家、作品作了论述
。
　　《南北朝文学史》的断限上起刘宋，下迄隋代。
其中“十六国”文学大部分产生于东晋，陶渊明的不少重要作品则在刘裕代晋以后。
为了叙述上的方便，经编委之间协商，决定把“十六国”文学划归本书，陶渊明划归《魏晋文学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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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谢灵运(385—433)，原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出生在会稽始宁(今浙江上虞)。
他出生不久就寄养在钱塘杜明师的道馆里，十五岁才回建康，所以小名客儿，后人习称谢客。
又因为他袭爵康乐公(入宋后降为侯)，所以又被称为谢康乐。
    王、谢两族是东晋王朝北来世族中的冠冕。
晋孝武帝宁康元年(373)，桓温病死，谢氏家族的代表人物谢安当国，在政治上竭力调和统治阶级的内
部矛盾，“镇之以和静”；在军事上任命兄子谢玄在京口即北府(今江苏镇江)招募士卒，加以训练，
号为北府兵。
北府兵是东晋后期中央政权直接控制的部队，太元八年(383)淝水一战，以寡敌众，击退了苻秦的百万
大军，使南北对峙的局面得以相对稳定，之后又逐渐发展为东晋王朝内部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谢灵运出生在谢氏家族鼎盛赫奕的时期。
他的祖父就是谢玄。
父瑛，生而不慧，谢灵运却生而颖悟，为此，谢玄曾经感叹说：“我乃生瑛，瑛那得生灵运!”    青少
年时代的谢灵运接受了良好的文化教育，十五岁回到建康，很快就受到族叔谢混的赏识。
谢混是当时政界和文坛的重要人物，为了自己家族的利益，一贯注意于本家族子弟的培养，经常和谢
灵运、谢弘微、谢瞻、谢晦、谢曜等在一起“以文义赏会”(《南史·谢弘微传》)。
就在这种熏染切磋之中，谢灵运的文学才能很快脱颖而出。
大约在元兴元年(402)左右，谢灵运承袭了谢玄的封爵。
义熙元年(405)，他开始入仕，为琅讶王司马德文大司马行参军，时年二十一岁，不久又转为抚军将军
刘毅的记室参军。
    当时东晋王室的力量已经十分衰微。
义熙以后，北府兵将领刘裕的力量日趋壮大，浸成代晋之势。
面对这一形势，门阀内部出现了拥护刘裕和反对刘裕的两派。
王氏宗族大多拥护刘裕；谢氏宗族的谢晦、谢景仁拥护刘裕，谢混、谢纯、谢灵运则反对刘裕而拥护
另一北府兵的将领刘毅。
双方斗争日趋激烈。
义熙八年(412)刘裕击破刘毅，谢混被杀，谢灵运则被刘裕授为太尉参军，改秘书丞，旋又被免职。
义熙十二年，刘裕北伐，刘道怜留守建康，起用谢灵运为谘议参军，转中书侍郎。
同年，刘裕又任他为宋国黄门侍郎，但很快又借故将他免职。
    是年，刘裕以接受“禅让”的形式建立刘宋王朝，在位两年而卒，长子义符继位，是为少帝。
刘裕在位时一度曾有意立次子庐陵王义真为继承人，谢灵运免官后滞留建康，和颜延之、释慧琳等依
附义真，极见亲信。
少帝即位后，谢灵运即以“构扇异同，非毁执政”的罪名出为永嘉(今浙江温州)太守。
他在永嘉不理政事，肆意遨游，游踪遍及郡治各县。
刚满一年，即称病去职，回到老家始宁。
    谢家在始宁有一个大庄园。
谢灵运罢官家居，以整治庄园为生活的主要内容，亲自擘划，并且写了一篇《山居赋》，以记述庄园
的规模形胜。
他和名僧隐士来往，又到会稽和他的族弟谢惠连见面，同时仍然四处游览。
在永嘉和始宁期间，他写了不少山水诗。
    在谢灵运罢官居始宁的两年多时间里，刘宋王朝的内部斗争日益激化。
顾命大臣徐羡之、傅亮、谢晦废少帝，杀庐陵王义真，拥立义隆即位，是为文帝。
元嘉三年(426)，文帝杀徐、傅、谢晦，并征召谢灵运入都，授为秘书监，迁侍中，命令他整理秘阁书
籍和修纂《晋书》。
谢灵运不满于文学侍从的地位，经常称疾不朝，唯以修治园林、出郭游览为务。
宋文帝乃示意他告病归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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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中国文学通史系列》之一，本套丛书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担纲主持，由北京大学、南京师大
协作编纂。
参与撰写的都是国内一流的专家。
该文学史系列材料丰富翔实，叙述准确充分，在全面科学地对作家、作品进行分析评价的基础上，总
结文学创作的成就与不足，阐明各种文学现象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继承发展的关系,描述不同时期文学
发展的轨迹，揭示了中国文学史的宏观走向。
    本书向你介绍了南北朝的文学史，断限上起刘宋，下迄隋代。
奉献给广大古典文学研究学者和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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