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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志达教授的 《明代文学与文化》书成，嘱我作序。这引起我
不少往事的回忆。志达教授是我的学长，也是一位挚友。我于 1950
年考入辅仁大学中文系。1952 年教育部进行院校调整，辅仁大学与
北京师范大学合并，我便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志达教授同年考入北京
师范大学中文系，我们开始相识。我 1954 年又考上本系古代文学研
究生，这样，我们就有四年时间相处。1954 年前后，正强调 “向科
学进军”，气氛比较活跃，我们上下班级交往很多。志达教授给人的
印象与众不同，他不是很活跃，却又能给人留下深刻记忆，但我始终
没有找到恰当的词语形容，后来程千帆先生给他下了四个字的评语:
“纯笃勤劬。”我觉得非常准确。志达教授，原名文星，原籍浙江东
阳，1931 年 8 月出生于南京。1952 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1956 年毕业时，随即考取武汉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导师是程
千帆先生。说起上个世纪 50 年代的研究生的情况，也是颇多感慨。
我记得 50 年代招考研究生是从 1953 年开始的，当时学习苏联，称
“副博士研究生”，后因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取消了副博士的称号，
进而取消导师制，由教研室集体带，由教研室主任负责。1956 年，
又恢复指导老师的办法，但不久开始了反右运动，导师、学生多有划
为“右派”者，关系变得更为复杂。我记得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李长
之先生，无论在风雨正骤，还是比较平和之时，他始终是以平缓的语
气、认真的态度，进行业务辅导。程千帆先生被划为 “右派”，志达
教授在武汉大学也被当 “漏网右派”批判，他们师生间的交往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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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因此中止。“风义”为人称道，也为程先生所器重。他毕业后虽历
经坎坷而志不灰，坚毅顽强，以 “挺直脊梁做人，脚踏实地工作”
为人生信条，长期从事宋元明清文学教学与研究，撰有 《明清文学
史·明代卷》、 《中国文言小说史》及明代文学与文化的系列论文，
并主编了《中华大典·明清文学分典》，因此，在明代文学与文化的
研究上，多所创获。
《明代文学与文化》一书，上限自元明之际社会大变革促成的文

学与文化高潮，下限至晚明，对三百年间文学与文化的特质及其升降
盛衰的状况与原因，作了深入的论述，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见解。

作者根据明代文学与文化发展的实况，提出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
的关系，既有不平衡之时，又有大体平衡之时。元明之交三四十年
间，因战乱、天灾等原因，物质生产极度匮乏，而精神生产异常丰
富，儒、道、释、法诸家思想并存，人们不受某一种思想约束，权谋
机变的弄潮儿虽然采取儒法相因、外儒内法的策略，但并不排斥道、
释，文化思想活跃，各体文学名著迭出，形成文学与文化短暂的辉
煌。其特质是表现久乱思治的民心，同情人民被逼铤而走险，揭露官
府的腐败黑暗，有民本思想，以仁易暴意识和英雄崇拜心理较为突
出，呼唤传统文化与美德的复苏。诗文创作因地域文化差异形成吴
中、越中、闽中、岭南诸多流派，风格虽异，理论上并无排他性，但
显露复古苗头。

洪武中期以后的百余年间，文学趋向低迷，其特质是极端封建专
制主义的帝王文化对文学与士人文化的桎梏或误导，物质生产由恢复
到初步繁荣，精神生产贫困化并趋向畸形发展，官方倡导程朱理学与
八股科举制度相结合，并以文字狱和严酷的律令相威慑，由元入明的
士人、著名作家，在洪武年间先后遭残害，永乐初又以 “靖难之役”
杀戮一大批异己士大夫。稍后，在 “太平盛世”气象下出现由台阁
文化所主导的“台阁体”。“茶陵派”旨在反对“台阁体”，理论上有
所建树，为“复古派”导夫先路，创作实践受台阁文化的局限较大。

从正德、嘉靖以迄明末，是明代文学与文化由转折、过渡，逐渐
趋向新高潮的时期，其特质是文学上的复古与反复古之争，文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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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以张扬个性、摆脱对孔子的崇拜、追求人格平等，宣扬人性战胜
神权和爱情战胜礼教的启蒙主义思潮与程朱理学的斗争; 各体文学、
不同流派都有明确的理论纲领，以否定之否定方式展开各流派间的矛
盾斗争，促进了文学艺术理论与创作的不断发展。明代各体文学理论
上的建树，超唐越宋，为此后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作者从新的视野、以求是的态度，重新审视明代文学与文化的一
系列问题。例如对八股文，作为文化现象，不应作简单化的否定，要
研究明人为什么认为时文与民歌同为明文学 “一绝”，作者对它作了
历史的、具体的论述，既有批判，又有肯定。明代有相当一部分优秀
人才是通过八股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其流弊不像清代那样严重。对
各体文学流派形成的原因、风格特征、理论得失，作者均给予恰如其
分的评价。明初地域文化差异所形成的吴、越、闽、粤各流派作家，
创作上成就卓著，但都因受形似英主实为暴君的朱元璋的疑忌，导致
悲剧性之死，其实质是专制独裁的帝王思想与儒士理想和人格的矛
盾。诗文领域的复古与反复古、戏曲领域的格律与词采之争，不能只
看情绪化的某一口号或主张，而要从其理论体系与创作实践的全局，
权衡其利弊功过。各个流派，既有群体性的倾向，又因人而异。作者
重在个体研究，不以偏概全。

对明代的古典小说名著，作者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出版了 《水
浒全传校注》、《东周列国志点校》等书。他认为对于古典小说的评
价，既要摆脱某一时期用作政治斗争工具的套路，又不能误入另一极
端———纯人性论，力求历史地、辩证地分析具体问题。作者不否定纯
人性化、纯艺术的文学作品，但认为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文学作
品中含有倾向性，无论作家是否意识到自己创作过程中的倾向，只要
如实描写生活、艺术地表现客观存在的人和事，特别是写历史上的某
些重大题材，总有是非善恶之分，自觉不自觉地会表露出具有阶级内
涵的倾向性。应该实事求是地论述古代文学与文化。

本书作者认为， 《三国演义》的久乱思治、以仁制暴、以忠制
奸、顺乎民心的治乱观与民本思想，深入人心，具有重要的以史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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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三国故事的历史背景，与小说作者创作的时代环境，有某些
类似之处，作者利用旧故事注入自己的理想，不论作者是否 “有志
图王”，他有丰富的政治、军事斗争的知识乃至经验是无疑的。他笔
下的曹操，作为一个艺术形象，有着不可替代的、不朽的审美价值与
社会意义，是全书塑造得最生动、最成功的人物形象。具有权谋机
变、纵横捭阖的才能与气度，极端残忍自私之中又包含某些远见与宽
容，能臣与奸雄的复杂品性水乳交融地体现在这一人物形象中，他
“挟天子以令诸侯”，占有大半个中国，而最终未能统一，都与他性
格才能的双重性密切相关。无须为小说中的曹操翻案。

诸葛亮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谋略与忠贞，对蜀汉事业 “鞠躬
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具有永恒的人格魅力。小说关于其智慧
所渲染的神秘化色彩，有的是作为斗智的策略故弄玄虚，如赤壁之战
时的乘长江浓雾时“借箭”，又“借东风”以助火攻，具有气象学的
根据。受星象、谶纬学的影响，天人感应，星斗象征人事，《明史·
刘基传》中就有此类记载。诸葛亮的悲剧在于: 在重大战略部署与
行动中，明知刘备的错误却无法谏阻。刘备入蜀受困命他率兵驰援，
他面临的一个重大的人事安排是留谁守荆州，从刘备派关平传令的举
措中，诸葛亮领悟刘备对守荆州人选的意向。论亲疏、声望，留关羽
守荆州似乎很恰当，但刘备忽视关羽致命的弱点: 刚愎自用，善待士
卒而骄于士大夫，虽勇冠三军，但疏于谋略，是战将之才而非独当一
面的帅才。诸葛亮对此心中是很清楚的，却不便于违背刘备的意旨，
结果导致大意失荆州、关羽败走麦城的悲剧，当年 “隆中对”的战
略意图几成画饼。关羽之死的连锁反应，是刘备倾全蜀之力为关羽报
仇，御驾亲征东吴，诸葛亮与刘备纵然有如鱼水关系，但已经登上皇
帝宝座的刘备，连诸葛亮的劝谏也全然不听了，终于落到全军覆没、
白帝城托孤的下场。接受托孤重任的诸葛亮，性格更蒙上一层悲剧色
彩，无论巨细，事必躬亲、小心谨慎，听不进不同意见，缺乏知人善
任之明。对智勇双全的魏延，心存疑虑，而对只具参军之才的马谡、
只能充当幕僚的杨仪，却先后委以重任，导致失街亭的大败，乃至自
相残杀，大伤蜀中元气。小说写诸葛亮之死，秋风五丈原，“出师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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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充溢着悲剧气氛。
关羽在当时无愧为名将，武艺超群绝伦，且熟读 《春秋》，重

义，诚信，道德高尚，颇有儒将风度。他的悲剧在于: 随着地位、声
望的提高，性格的致命弱点也愈益明显。孙权为儿子向他的女儿求
婚，不论其动机如何，也不论关羽是否同意，都不应该说 “虎女不
嫁犬子”之类极不得体的话，过于骄傲狂妄，缺乏政治远见，毁了
“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出师北伐曹操前夕，因士卒不慎失火，重
罚糜芳、傅士仁二位重要将领，却又将他们置于防吴的关键职务上，
使吴偷袭荆州之计得逞。他过高估计自己，而过低估计敌人，终于中
了陆逊的“骄兵之计”，以败走麦城的悲剧告终。他那 “身在曹营，
心在汉室”，不为高官厚禄、女子玉帛所动，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
护嫂寻兄的品格，刮骨疗毒，以 “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焚而不
改其节”掷地有声之誓拒绝孙权的劝降，宁死不屈，感人至深。他
的人格魅力，是后世把他神化的重要原因。

孙权作为父兄事业的继承人、东吴领袖，最可贵的品性与才能，
是知人善任，用人不疑，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不因一时政见分歧而排
斥、打击异己，也不因下属有嫡亲在他国而生疑; 在战略决策上，善
于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作出正确的选择; 在强敌面前不示弱，布
置得宜，既不骄人，也不愿为人下。曹操与孙坚是同辈人，在赤壁之
战大败后，再度兴兵下江南，大军至濡须口，遥望沿江一带孙权所布
阵容，不禁发出 “生子当如孙仲谋”的赞叹，可谓知人之论。在
“孙刘联盟”的反复上，有双方利益驱动的问题，而关键在于关羽的
不善权谋。
《三国演义》在审美追求上，基调是阳刚之美，但又不乏阴柔之

美，两者达到了和谐统一，从情节安排、场面描写、人物形象塑造，
大都如此。战争描写因情境而异，富于变化，注重在战争过程中刻画
人物性格，展示交战双方胜负转化的原因。关于人物描写，主要人物
都是成功的，具有鲜明的个性，是“这一个”。只是在描写笔法上有
粗细之分，粗线条勾画较多，精细刻画较少。
《水浒传》的某些人物故事，虽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从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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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看，仍然是有机的结构，这次起义不是在某一地突然爆发的，而是
星散各地的英雄豪杰，由于各种原因，先后被逼上梁山的，是一种百
川归海的结构体系，而宋江则起了串联各路英雄上梁山的作用。它是
展现中国封建社会矛盾的巨幅画卷，如果分割成各个英雄人物的传奇
故事，则只是缺乏政治意义的个人行为。故作者不同意无机结构论。

对宋江形象的复杂性，要从历史和美学的角度来论述。史籍关于
宋江受招安的记载是一致的，是否参与征方腊则略有差异。 《水浒
传》既然描写了这次起义由发生、发展到受招安、征方腊乃至毁灭
的全过程，势必要从历史和美学的角度来塑造宋江形象。宋江是个县
衙小吏，性格具有双重性，有仗义疏财、结交江湖好汉、同情下层人
民的一面，又有凭借自己才干往上爬、做忠臣孝子、建功立业的一
面。在不同情势下，性格的两个方面，互有消长，基本上是沿着异化
之异化这一轨迹发展: 由统治阶级的忠臣孝子，在情势紧迫的情况
下，作出违反 “法度”的行动，刺配江州牢城、理想破灭之时，酒
后题反诗，在屠刀下得救，死心塌地上梁山，由忠臣孝子异化为梁山
领袖; 随着梁山义军力量的发展壮大，他虽曾冲州撞府、杀贪官恶
霸，屡次挫败官军围剿，但并无改朝换代、称王称帝的雄心壮志，而
是把胜利作为受招安的资本，于是又由义军领袖异化为朝廷的忠臣，
去镇压方腊起义，回归到他本来的理想，被害致死而无怨。宋江作为
一个艺术形象，塑造得非常成功，具有深刻的意义。

作者认为不能为了抬高金圣叹批改的七十回本 《水浒》，而否定
百回本原著，两种不同的版本，各有其不同的价值。百回本艺术地再
现了这次起义的悲剧性。
《水浒传》在人物的个性化描写方面有所发展，不仅仅表现在人

物的语言和行动上，而且有较多的心理刻画和细节描写，由粗线条勾
画向精细描写跨进了一大步。在古典小说的民族风格、民族气派方面
作出了良好的榜样。

在论述神魔小说部分，作者重点探讨 《西游记》主题的矛盾性
与统一性、神话艺术的幻想与怪诞美的问题。读 《西游记》既能在
诙谐的笑声中得到审美的享受，又启迪人们如何思考某些奇特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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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与自然界的变异。作者汲取胡适 《再寄陈独秀答玄同》、《西游
记考证》中合理的内核，又在自己潜心研究中阐发富有创意的观点。
从情节结构中说明 “大闹天宫”与皈依佛法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矛
盾性与统一性。神话小说重在情节的离奇诙谐而且有趣，但幻想性的
神话艺术构思，既超越现实，又不是完全脱离现实，通过变形的艺术
手法，曲折地反映现实生活中类似的人和事。如果现实生活中不曾有
“犯上作乱”的行动，也很难构想出“大闹天宫”的神话故事。造反
又很难取得成功，于是小说作者的理想转向降魔伏妖。妖魔容易使人
联想起各种各样的邪恶势力，神话也包含着人的意味，降伏妖魔，排
除艰难险阻，取得真经，以求国泰民安、幸福快乐。联系小说作者在
诗中所表现的 “斩鬼”理想，这种矛盾性与统一性也就易于理解。
这与吴承恩要求变革现实、感慨激愤的情怀和 “善谐剧”的个性特
点有关，形成他独创的艺术特色，在神话小说中寄寓自己的理想，而
以诙谐不恭的姿态来表现。吴承恩对道士的罪行和佛教徒的虚伪均持
批判态度，但并不否定宗教，他提出 “三教归一”的理想: “也敬
僧、也敬道、也养育人才。”认为这样可以达到和谐一致，确保 “江
山永固”。

本书作者认为明后期的人文主义思潮，在李贽和公安派诗文及其
文艺理论中，固然很明显，在汤显祖及其追随者的戏曲创作、《金瓶
梅》与“三言”、“二拍”等小说作品中，尤为突出。人的 “至情”
可以使生者为之死，又可以使死者复生，冲破礼教的罗网，爱情得到
升华。《玉簪记》传奇、《僧尼共犯》杂剧，都表现了人性对宗教神
权的胜利。市民文化与士人文化的融合，使读者的审美追求俚俗化，
《金瓶梅》与大量拟话本小说的出现，满足了读者的审美需求。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近年出现多种说法，本书均采取审慎
态度。兰陵笑笑生，兰陵为今山东峄县，笑笑生是带有谐谑性的化
名。从语言特色看也应是山东人，缺五回，为他人所补，时作吴语，
应与全书区别开来。本书对《金瓶梅》的写实艺术，予以充分肯定，
认为在我国写实小说的发展进程中，《金瓶梅》起了桥梁作用。上承
《水浒传》，下启《红楼梦》，写实艺术由粗到细，题材由英雄传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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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现实中平常人生，《金瓶梅》起了极其重要的推进作用，是它首先
打破传统的思想和写法，而为 《红楼梦》的作者所继承和予以创造
性发展，并避免了它的某些缺点，在素材的剪裁和人物描写方面做得
更好。《红楼梦》比 《金瓶梅》伟大，但是如果没有 《金瓶梅》，就
很难设想能够出现《红楼梦》这样经典性的世界一流的名著。

本书立论力求严谨而有创意，资料翔实，于丰赡中求其精当，既
是一部自成体系的学术专著，亦可作高校相关学科的教材。志达教授
尊重先贤，但能正其所失，例如认为鲁迅对明代文言小说评价欠妥;
反对牵强附会、食古不化和食洋不化、生搬硬套、滥造词语的不正之
风; 文笔朴素自然，严密的思辨性与生动流畅的可读性相结合，我想
一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8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书书书

目 录

绪 论 1……………………………………………………………………
一、元明之交文学的民本思想、英雄崇拜与审美追求 1……………
二、封建专制主义的帝王文化与文学低潮 6…………………………
三、明代文学流派众多，理论建设超唐越宋 14……………………
四、明中叶以后文学与文化的特质———中国特色的文艺复兴 18…
( 一) 历史转折时期促成的文学革新 18…………………………
( 二) 资本主义萌芽与启蒙思潮的兴起 21………………………
( 三) 文艺变革浪潮的特色及其弱点 24…………………………

第一章 《三国志演义》等历史小说与史文化 28……………………
一、《三国志演义》的成书轨迹与作者问题 30……………………
二、《三国志演义》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33…………………………
三、历史的反思 时代的心声 37……………………………………
( 一) 全书的结构 37………………………………………………
( 二) 《三国志演义》的人物形象 40……………………………

四、壮美与优美的统一 共性与个性的契合 53……………………
五、金戈铁马 诗意盎然 58…………………………………………
六、历史小说的流变 62………………………………………………

第二章 《水浒传》等英雄传奇与游侠文化 76………………………
一、《水浒传》的成书轨迹和作者问题 76…………………………
二、官逼民反 替天行道 83…………………………………………
( 一) 关于《水浒传》的结构 85…………………………………

1



明代文学与文化

( 二) 《水浒传》的系列人物形象 87……………………………
三、《水浒传》的艺术特色与民族风格 102…………………………
四、《水浒传》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115………………………

第三章 文言小说的复苏 120……………………………………………
一、文言小说的变迁 120………………………………………………
二、《剪灯新话》与文言小说的复苏 126……………………………
三、《觅灯因话》与明后期文言小说的再兴 141……………………
四、文言小说总集的编纂及理论研究 149……………………………
五、明代文言小说的地位与影响 154…………………………………

第四章 南戏的发展与地域文化 159……………………………………
一、南戏发展概貌 159…………………………………………………
二、《琵琶记》与儒士文化 162………………………………………
( 一) 《琵琶记》作者高明的世界观 162…………………………
( 二) 关于《琵琶记》的论争 164………………………………
( 三) 《琵琶记》的思想倾向 166…………………………………
( 四) 《琵琶记》的艺术成就与南戏的中兴 173…………………

三、《拜月亭记》及其他南戏 177……………………………………

第五章 明前期黯淡冷落的剧坛 188……………………………………
一、封建专制主义的帝王文化与戏曲的畸形发展 188………………
二、贵族文化与杂剧的异化 190………………………………………
三、传奇的八股化 193…………………………………………………
( 一) 传奇的源流和体制 193……………………………………
( 二) 明初传奇创作的八股化 194………………………………
( 三) 八股戏风中的变奏曲 197…………………………………

第六章 明前期诗文的变迁与文化专制 200……………………………
一、乱世之音———王冕与杨维桢的诗歌 200…………………………

2



目录

二、开国文臣之首———宋濂的文章 205………………………………
三、勋臣之悲———刘基的功业与文学创作 209………………………
( 一) 历经坎坷，宁折不弯 209…………………………………
( 二) 峥嵘岁月，帷幄奇谋 210…………………………………
( 三) 性刚嫉恶，品格高尚 215…………………………………
( 四) 烈士暮年的悲剧 217………………………………………
( 五) 杰出的文学家 218…………………………………………

四、诗人厄运———高启和吴中诗坛 227………………………………
五、盛世颂歌——— “台阁体”与台阁文化 237……………………
六、低潮中的浪花———于谦及其他诗人 240…………………………
七、诗坛之陈涉———李东阳及茶陵派 245……………………………
八、八股文与科举文化 250……………………………………………
( 一) 科举文化的演变 250………………………………………
( 二) 明代科举文化的特产———八股文 254……………………

第七章 神魔小说《西游记》与“三教归一”文化内涵 266………
一、《西游记》题材的演化与吴承恩的主要贡献 266………………
二、《西游记》主题的矛盾性与统一性 270…………………………
三、神魔形象中所得到的启示 275……………………………………
( 一) 孙悟空形象的文化内涵 275………………………………
( 二) 猪八戒形象的现实性 279…………………………………

四、《西游记》神话艺术的幻想性与怪诞美 281……………………

第八章 神魔小说《西游记》续书及其文化内涵 289………………
一、《西游记》嫡派书两种 289………………………………………
二、神魔小说集——— 《四游记》 291………………………………
三、历史小说与神魔小说的融合——— 《封神演义》和
《西洋记》 293……………………………………………………
( 一) 《封神演义》反暴君苛政的民主思想 294…………………
( 二) 瑰丽奇特的神话艺术 299…………………………………

3



明代文学与文化

( 三) 《西洋记》的本事与创作意图 302…………………………
( 四) 董说及其《西游补》 304…………………………………

第九章 世情小说《金瓶梅》与市井文化 305………………………
一、明后期世情小说的兴盛 305………………………………………
二、《金瓶梅》的作者与创作背景 306………………………………
三、《金瓶梅》的写实主义精神 308…………………………………
( 一) 地主、商人、官僚的统一体西门庆 309…………………
( 二) 被环境扭曲了的女性潘金莲 312…………………………
( 三) 市民群象与风俗世情 313…………………………………

四、《金瓶梅》平淡无奇的写实艺术 315……………………………
五、《金瓶梅》的版本及其续书 324…………………………………

第十章 短篇白话小说的繁荣与雅俗文化的融合 327…………………
一、短篇白话小说繁荣状况及其原因 327……………………………
二、杰出的通俗文学家冯梦龙与“三言” 331……………………
( 一) 冯梦龙的生平与小说理论 331……………………………
( 二) “三言”中明人作品的时代特色 334………………………
( 三) “三言”在小说艺术上的发展与创新 343…………………

三、凌濛初的“二拍”及其他拟话本 349…………………………
( 一) 凌濛初的生平与小说理论 349……………………………
( 二) “二拍”的成就与缺憾 351…………………………………
( 三) 明末其他拟话本 363………………………………………

第十一章 传奇的发展与戏曲文化的变革 366…………………………
一、传奇发展概貌 366…………………………………………………
( 一) 对明前期南戏发展的反思 366……………………………
( 二) 南戏四大声腔的流布 367…………………………………
( 三) 传奇创作风气的转变 368…………………………………

二、传奇的新局面 369…………………………………………………

4



目录

三、昆腔的兴起及其剧本 374…………………………………………
四、《鸣凤记》与士人正气的张扬 381………………………………
五、弋阳腔及其流变 385………………………………………………
六、沈璟与吴江派 388…………………………………………………

第十二章 启蒙主义戏曲家汤显祖 398…………………………………
一、汤显祖的世界观与创作 398………………………………………
二、“至情”的颂歌——— 《牡丹亭》 409……………………………
三、《牡丹亭》“以虚而用实”的艺术特色 420……………………
四、汤显祖在戏曲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425……………………………
五、“玉茗堂派”其他作家 427………………………………………
( 一) 爱情对神圣宗教的挑战——— 《玉簪记》 427……………
( 二) 对堕落世风的针砭——— 《东郭记》 429…………………
( 三) 争人权与反暴政的悲歌——— 《红梅记》 432……………
( 四) 以身殉情的大悲剧——— 《娇红记》 434…………………
( 五) 揭露假名士与科举弊端的讽刺喜剧

——— 《绿牡丹》 439………………………………………
( 六) 步趋临川而失其精神者——— 《燕子笺》与

《春灯谜》 442………………………………………………

第十三章 启蒙文化思想与杂剧的南曲化 446…………………………
一、杂剧的新生——— 《曲江春》和《中山狼》 447………………
二、杂剧的变异———短剧的兴起 451…………………………………
三、一代怪杰———徐渭及其杂剧创作 452……………………………
四、锋利的匕首———讽刺剧《一文钱》及其他 457………………
五、爱情的颂歌——— 《桃花人面》及其他 461……………………

第十四章 戏曲文化与戏曲理论建设 468………………………………
一、戏曲理论研究的开创时期 468……………………………………
二、戏曲理论研究的新局面 470………………………………………

5



明代文学与文化

三、戏曲理论研究的蓬勃发展 478……………………………………
四、曲学大师王骥德及其《曲律》 483……………………………

第十五章 明中叶后诗文革新与启蒙文化 ( 上) 490………………
一、卓然自立的名士风流———吴中诗人 491…………………………
二、以复古求革新———前后七子 498…………………………………
( 一) 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 498………………………
( 二) 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 511………………………

三、空无依傍自树一帜———王守仁、杨慎与徐渭、戚继光 519……

第十六章 明中叶后诗文革新与启蒙文化 ( 下) 530………………
一、对“文必秦汉”的反拨———唐宋派 530………………………
二、启蒙主义思想家、文学革新理论家———李贽 538………………
三、诗文革新的健将———公安派 544…………………………………
( 一) 袁氏三兄弟的生平特点 545………………………………
( 二)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 547……………………………………
( 三) 公安派的创作 557…………………………………………
( 四) 公安派的影响 566…………………………………………

四、公安派的盟军与诤友———竟陵派 569……………………………
五、兼公安竟陵之长的散文家———张岱及其他 577…………………
六、复古旗下的斗士风范———复社和几社作家 583…………………

第十七章 明代民歌和散曲 596…………………………………………
一、明代民歌的繁荣与大众文化的兴盛 596…………………………
二、大众的心声 时代的镜子 599……………………………………
( 一) 反抗封建剥削与压迫的最强音 599………………………
( 二) 对农民起义的热情赞颂 603………………………………
( 三) 对爱情的大胆歌唱 604……………………………………

三、新颖多样、巧妙精湛的艺术美 607………………………………
( 一) 塑造了新型的妇女形象 607………………………………

6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