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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

前言

　　近代以降，西学东渐，接受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成为开明人士的共识。杭州知府林启（1839-1900）
会同浙江巡抚和地方士绅，积极筹备开设一所以西方科学体系为主要课程的新型学堂。经清廷批复，
求是书院于1897年3月在杭州设立（1901年改为浙江大学堂）。这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几所新型高等学府
之一。　　求是书院几经变迁，到1928年，成为国立浙江大学。1936年，杰出的气象学家和教育家竺
可桢（1890-1974）出任校长，广揽英才，锐意改革，很快使浙江大学实力大增，名满东南。抗日战争
期间，全校师生在竺可桢校长的率领下，艰苦跋涉，举校西迁，在贵州遵义、湄潭办学，一时名师云
集，被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　　浙江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史悠久，底
蕴深厚，名家辈出。1928年，浙大正式设立文理学院，开设中国语文、外国语文、哲学、心理、史学
与政治等学科。1936年增设史地学系，1939年，文理学院分为文学院、理学院，1945年成立法学院，
后又陆续增加哲学系、人类学系、经济学系等系科和一批文科类研究所。与求是书院同年创建的杭州
育英书院，1914年成为之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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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

内容概要

本书把明代文学复古运动作为三次高潮来叙述，即前七子、后七子和明末陈子龙的三次复古运动，将
其放到明代文学思潮以至整个中国文学思潮发展史的广阔背景中进行考察，认为复古运动打破了明前
期以至整个思想文学领域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沉寂局面，开启了明后期浪漫文学思潮和进步思想潮流
的先河，是由前者演进为后者的必要过渡，明末，基于民族救亡的紧迫任务，晚明浪漫主义思潮及整
个进步思潮趋于低落，复古主义再次回归，转而更关注社会现实，明末清初实学思想由此形成，本书
被认为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明代文学专题研究著作，此次收作者略作修订后再版，既保留了原书的特色
，又匡正了旧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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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引言
第一章 明代文学复古运动诞生的宏观历史背景:古典审美理想和古典诗歌审美特征的发展变迁
一、古典审美理想和古典诗歌审美特征的形成及其要素
二、从“比兴说”到“情景说”——先秦至六朝古典审美理想和古典诗歌审美特征的发展
三、“意境说”——古典审美理想的实现与盛唐诗歌的审美特征
四、理性化与俗化——古典审美理想的解体与中唐至南宋时期古典诗歌的分化和衰落
五、严羽等人的呐喊
六、南宋末至明前期古典诗歌的继续分化和衰落
第二章 复古运动的滥觞——茶陵派
一、茶陵派的形成
二、茶陵派的诗歌理论
三、茶陵派与复古派
笫三章 复古运动第一次高潮兴起的历史条件及发展过程
一、复古运动第一次高潮兴起的历史条件
二、第一阶段:在茶陵派卵翼下
三、第二阶段:反刘瑾斗争及与茶陵派脱钩
四、第三阶段:作家群落
五、余波:六朝初唐派与中唐派
六、归宿:弃文入道
第四章 前七子的文学理论
一、强调诗歌的情感特征
二、重格调
三、提倡学古
第五章 复古运动第一次高潮的诗文创作
一、李梦阳
二、何景明
三、徐祯卿
四、康海、王九思
五、王廷相
六、边贡、顾磷
七、郑善夫
八、杨慎
九、薛蕙、高叔嗣
第六章 复古运动第二次高潮兴起的历史条件及发展过程
第七章　后七子的文学理论
第八章　复古运动第二次高潮的诗文创作
第九章　复古运动第三次高潮兴起的历史条件及发展过程
第十章　复古运动第三次高潮的文学理论与诗文创作
结语
附录:主要引用参考书目
后记
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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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

章节摘录

　　第四章 前七子的文学理论　　如前所述，明代复古运动，实质上就是一场力图恢复古典审美理想
及古典文学特别是古典诗歌的审美特征的文学运动。复古派的文学理论，即以此为中心。他们对明前
期文坛上的“台阁体”、“陈、庄体”的诗风文风给予了猛烈抨击，并进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特
征及其发展变迁轨迹作了深入的体认和反思，对中唐以来诗歌创作中的理性化和俗化倾向进行了批评
。作为正面主张，他们强调诗文必须表达真情实感，反映重大社会现实问题；注重作品的文采和形式
技巧，力图使诗歌重新具有高尚之“格”和流美之“调”；倡导超宋元而上、以汉魏盛唐为师。下面
拟就重情采、重格调、倡导学古三个方面，对前七子的文学理论作一初步探讨。　　一、强调诗歌的
情感特征　　针对中唐以下特别是宋元以来诗歌创作中理性化倾向尤为泛滥的情况，复古派作家把强
调诗歌的情感特征和形象性特征放在自己的文学理论主张的首位，从多方面进行了阐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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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

精彩短评

1、有很多启发！但书中也不乏谬误，也算是启发:-P明代文学的话此书还是应该一读的。
2、这个版本很糟糕，不如去看上古的初版。整体理论建构和对古典诗学特征的把握很精准。为前后
七子的翻案也很有力。
3、对于自己来说，重新认识了以前后七子为主的明代复古文学运动，受益不小。
4、此书出版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总体来说是很好的，我看了书开头一部分，觉得其哲学思想并不
新鲜，这种美学观在中国文化里是根深蒂固的，难以摆脱，研究中国美学的人都能得出来。不过这里
面暗含着更加可悲的事实，也是我们现在依旧面对无法超越的处境。
5、作者思想锐利才思敏捷啊！但是话语体系能不能不要这么老啊！一作总结就甚么歌颂封建主义什
么历史合理性什么没有从根本上怀疑和否定封建主义社会制度和伦理道德一溜烟儿地往外冒。不写这
样的总结完全都不影响立论和论证好吗！
6、不襲成說的重新觀照，後半部份比前半部份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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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的笔记-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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