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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诗人文学生命沉浮录
!

///读)中唐元和诗歌传播接受史的文化学考察*

葛刚岩

'#

年来"尚永亮教授倾力于中唐文学的研究"尤其对中

唐元和诗人群体情有独钟"早在
)((!

年即出版了)元和五大

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一书"从社会文化%创作心理等层面对

元和诗人的心态动机%审美趣味进行了深入的学术剖析#后

来又陆续出版了)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唐五代逐臣与贬

谪文学研究*等一系列学术著作"考论范围虽有所扩展"上至

先秦时代的弃子文化"下至五代十国的贬官逐臣"但其中着

力最多%寄情最浓的还是元和诗人群体#最近武汉大学出版

社又推出了尚先生主持完成的上下两卷的学术巨著///)中

唐元和诗歌传播接受史的文化学考察*+下文简称)考察*,"

更是其几十年来对元和诗人群体研究的心血结晶"也是迄今

为止元和诗人群体文学生命研究的最系统%最全面的学术力作#

接受美学认为"文学的生命分为两个阶段!创作期和解读期#所谓创作期"是指作家

根据自己的生活感受%情感体验"经过大脑的艺术加工"审美改造"借助语言工具塑造艺术

形象的过程#它的最终物化产品"就是可供欣赏的文学作品#这是整个文学接受活动的

基础"也是传统学术研究关注的核心#所谓解读期"是指文学作品诞生之后"世人以及后

人对它接受评判的过程#在接受美学看来"一部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不仅依赖于创作者

的思想深度%艺术才华"也取决于评判者的审美趣味和价值认同#也就是说"作品艺术生

命力的强与弱%盛与衰"与文学的接受活动密切相关"因为只有在这一过程中"作品才能实

现它的文学生命"体现它的精神价值#如果说"尚先生的前期研究是对元和诗人群体文学

创作活动的深层探索"那么)考察*一书"即是对其文学生命沉浮的全面展示#

全书以元和诗歌的传播接受为着力点"将韩孟%元白%刘柳等诸多诗坛大家的艺术生

命在这史诗般的系统探考中呈现出来"并展示出以下几大特点!

其一"体系宏大#全书共
"

编
'E

章"百万余字"从作品生成的中唐一直延展到明清时

期"前后贯穿
)###

余年#作者将这一漫长时段的接受史划分为中晚唐五代%两宋%金元%

明清四个时期"着眼于每个时期的文化特色%社会心态%价值标准%趣味追求"将元和诗人

的个体%群体接受放置于这个宏大庞杂的学术背景下"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辨别分

析"在包举宇内%客观求是的学术心态中绘制着元和诗人文学生命真实的沉浮画卷#

其二"内容丰赡#本书的着眼点虽为元和诗歌"但研究的视野却异常开阔"涉及的内

容非常全面#历代的典章制度%文化习俗%道德观念%审美情趣"都成为作者涉猎的对象或

论证的依托"为学术探索搭建了坚实的立论平台#为了做到论证的准确"作者还采用了横

向比较%纵向比较%社会学研究%心理学研究%定量分析等多视角%多维度的研究方法"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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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对象的真实面貌准确而系统地展示在我们面前#所谓横向比较"是对空间上同时并存的事物的既定

形态所进行的平面展示#宏观上看"作者将元和诗人以流派的方式划分为韩孟%元白%刘柳三大主要组

合"然后将其放置于中晚唐五代%两宋%金元%明清四个时代空间"进行层面式的横向对比"在对比中探查

他们不同的文学生命轨迹#比如"同样处于明清时期的元白诗歌和刘柳诗歌"却面临不同的接受态度#

刘柳诗歌无论是道德层面"还是艺术层面"都得到了当时文人的普遍好评"&以求实的精神和翻案的勇

气"重评刘柳的政治作为和心性品格"表现出更为宽容和理性的态度'"元白诗歌稍有不同"接收态度毁

誉参半%褒贬不一"既有吴中文士%公安派的推崇与效法"也有前后七子%竟陵派的批评和冷落#通过横

向对比"其中的爱憎喜好清晰可辨#微观上看"作者也将不同流派%不同诗人放在同一接受主体的评判

视野中予以比较#如在王安石的评价体系中"韩愈得到的接受态度是毁誉参半"而对刘禹锡的评价却是

褒多贬少#个中倾向"一目了然#所谓纵向比较"是指同一事物处于前后不同时间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状

态之间的垂直式比较#这种方法在本书中也被广泛使用#比如"贾岛诗歌在不同时期"所得到的接受态

度也不同#晚唐五代时期"学贾之风盛行"闻一多直接称这一时代为&贾岛时代'$南宋后期"社会环境的

变化催生了以永嘉四灵为代表的新一轮的崇贾之风$元明清时期"由于时代审美趣味的差异"寒瘦枯寂

的贾诗风格为多数文人所否定"贬抑之论充斥文坛#通过这种纵向的垂直比较"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了

解贾岛诗歌生命在不同时代的升降沉浮#需要强调的是"尚先生在运用纵向比较时"并不局限于实际的

传播接受时空"还将传播对象的生成原因%后续发展都给予进一步的探索追寻"尽可能提供一个全景的

接受链条#比如对于柳宗元诗歌风格的探寻"即上启晋宋之陶渊明%谢灵运"中比同世之韦应物"下逮宋

之黄庭坚%清之王士祯#这种上推其源%下溯其流的做法"可以系统全面地展示柳诗生成发展的演变过

程#另外"书中还大量使用了定量分析法"通过数量统计%抽样调查的手段"予以比率%结构%趋势等方面

的对比分析#比如第
)"

章"对于中晚唐诗歌选本%宋元诗歌选本%明清诗歌选本对元和诗歌的选录情

况"进行了大量的数据统计"提供了详细的量化分析"为元和诗歌传播实况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立论依据#

其三"学养厚重#本书所研究的是一种文学现象"所依托的是历史文化背景"这就要求作者不仅具

有艺术的敏锐"也要具有历史的厚重#同时"我们在阅读文本时发现"作者还具备一种超越艺术%超越文

化的哲学思辨能力#其文化哲学式的艺术思维"一方面让作者在对象的择取上具有观照的全面性"另一

方面又让作者的观照视野具备了历史的客观性%公允性"既注重经典的形成史"也兼顾非经典的接受史$

既重视主流接受态度"也兼听异端的评判#从接受客体层面看"本书虽以诗歌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为关

注的核心"以其诗歌作品历代的流播接受为研究的重点"又不忽略其他成员的被接受情况#从接受主体

层面看"本书采用阶段研究的方法"择取每个时期较为典型的接受现象予以专门论述"重点分析"如晚唐

杜牧%李商隐对元白诗的批评$北宋苏轼的&慕白'现象$江西诗派对刘禹锡诗歌艺术的继承$金元时期元

遗山的&崇白'%&效白'$明代徐渭对韩诗的全面接受$清代吴伟业&梅村体'的形成渊源#如此诸多层面"

一起构成了元和诗歌接受乐章的主旋律#尤其是注重每个时代重点读者%第一读者的接受评判"如韩愈

接受中的欧阳修"李贺接受中的杜牧"柳宗元接受中的范仲淹%苏轼等"都是著作中专章专节论述的重点

&读者'#同时又兼顾历代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论调"尤其对那些超越传统%自出新见的&第二读者'的接

受态度予以格外的重视"如元好问对柳宗元与谢灵运诗歌特点相似性关联的发明"叶燮对韩愈诗歌诗史

意义的独到发掘11都成为了这一乐章中饶有特色的音符#厚重的学养造就了作者犀利的学术眼光"

也为本书学理的构建"学术的创新提供了保障#

)考察*一书较为完整地展现了元和诗人文学生命的古今演变"从接受美学层面解读了文本意义的

形成过程"同时也为断代接受史的写作提供了范例"为作家群体的研究开创了新的模式#以上所论"只

是笔者拜读尚先生大作时所生发的一点心得体会"倘能由此引起更多同仁的兴趣与关注"让唐诗接受学

的研究获得更广阔更深入的开展"便于愿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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