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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实认真地走上学术研究之路
——— 《西晋文风演变研究》序一

畅广元　———————————————

当我捧着李剑清同志的第一部学术专著 《西晋文风演

变研究》的书稿时，心情特别激动，没有想到，在一个不

太长的时间里，这位年轻的学人居然把自己的硕士论文扩

充成一部专著。这在我教过的硕士研究生中还真的不多见，

特别是，在商业化的日常生活漫浸学府的情况下，这实在

是难得。我不由得想起和他认识、相处时留下的印象。

在给他们上第一节课后的休息时间，剑清和延安大学

的一位同志主动与我交谈。大家刚刚认识，彼此都还有着

一种生疏的新鲜感，但我发现他们两位谈起自己的问题和

研究思路时却很自如、自信，对各自的研究论域也较为熟

悉，给我的感觉是：两位不是来 “弄个学位玩完”那一类

学生。在以后的课堂上我不由得关注起他们来。剑清不像

其他同学那样，在老师讲授时紧张地埋头做笔记，他是认

真地听，休息时间愿意和老师对话，而且谈论的并不都是

课堂上讲的东西，经常是他的阅读所得或者遇到的疑难问

题。我们的交谈虽不能说每次都有新意，却能让我进一步

了解他的研究意向，他分明立有坚定的向学之志！评阅他

的毕业论文 《西晋５０年文风演变》时，我对剑清的专业基

础和研究能力上有了更深一层了解，他对与自己研究对象

相关资料的把握和梳理颇见功力，其思维的创意也能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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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某种学术智慧，尽管这些都还只是某种苗头。

这部书稿表明剑清在回到他任职的宝鸡文理学院后，

并没有 “歇一歇”的思想，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

在毕业论文的基础上，他获准 “２００８年陕西省教育厅人文

社科资助项目”的立项，这无疑对他是一种激励。柏拉图

曾在解释人的心灵时，指出人的精神追求往往聚焦在自我

的作为能否被社会认可上。对一个学人来说，自己的学术

研究成果，就是其身份尤其是学术人格的标志。从这个角

度来看剑清的这部专著，应该说，他为社会认识自己奠定

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因为专著显示出：他的学术视野从整

体上看是比较广阔的，对其所确立的研究意向、研究方法

也相当自觉，而且有一定的理论修养，其论证和辨析都不

乏独具的角度。而其更令人刮目相看的，是他虽立足于传

统文论的研究，却不忘这种研究对现实文学发展的意义，

专著最后一章：“‘思接千载’：西晋文风演变的启示”，是

他尽自己努力把古代文论转换为具有现代借鉴价值的理论

思考，颇具创意。

当然，剑清是走上学术研究之路的年轻学人，诚如他

在 “后记”中所说， “这只是学术的发轫，以后的路还很

长”。就此而言，他应更多地看到自己研究的某些不足，比

如对最有价值、最能说明学理的命题和资料，还缺乏一些

理论辨析和论证，特别是对自己提出的诸如 “缘气入情”

“缘情绮靡”“情坠玄理”等，少了些作品赏析和剖解。

剑清的这部专著从做研究生毕业论文算起，也有好几

年的时间了，他踏实认真地走上学术研究之路的这种精神，

也让我多了一层感慨。学术研究本是一个从容的过程，犹

如春蚕吐丝，吃进去的是桑叶，吐出来的却是自己生命的

２



精华。时下，各种于学术研究有百害而无一利的非正常竞

争，常让学人丧失了对某种 “急就章”现象的警觉，粗制

滥造的劣等品不时涌入书市。它会成为一种风气，坏了学

风，坏了人格，坏了社会的良知。我相信，像李剑清这样

的年轻学人，随着自我学术生命的成熟，自会对从容研究

有更深刻的理解。第一步是踏实认真的，之后的步子就不

会乱。盼剑清同志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是为序。

２００９年元旦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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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梁道礼

相比较而言，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应该是中国古典学

术研究领域里一个相当成熟而且创获颇丰的部门。犹如美

丽的花园里也有被遗忘的角落，相当成熟的中国古代文学

研究领域里也有零星的 “撂荒地”。西晋文学研究，就是中

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里被 “撂荒”的零星 “地块”。 “地”

被 “撂荒”，并非总是由于土地畸零贫瘠；有时因为土地所

有人命凶运乖，求田问舍者过而不顾，肥壤也可能被 “撂

荒”。西晋文学被研究者 “撂荒”，多半是类似于后一种原

因。司马氏命凶运乖，还未来得及尽享因谋篡而富有四海

的滋味，即陷入争统夺位的内乱漩涡。铁骑纵横之下，血

雨腥风之中，纵有嘉禾异卉，也难成美丽的花园。西晋文

学留在 《文心雕龙·时序》篇里的，只是绵远悠长的浩叹：

“晋虽不文，人才实盛：茂先摇笔而散珠，太冲动墨而横

锦，岳、湛曜联璧之笔，机、云标二俊之采，应、傅三张

之徒，孙、挚成公之属，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前史以

为运涉季世，人未尽才，诚哉斯谈，可为叹息！”刘勰实在

不愿意看到晋世联翩诸英因晋室运涉季世被 “撂荒”。

剑清是位年纪甚轻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里的新人。

然志存高远，出手即以 “西晋文风演变研究”为题，决心

到西晋这个 “运涉季世”的 “不文”时代，再现晋世诸英

的流风遗韵，追踪 《文心雕龙·时序》篇提出的问题，恢

复中国文学史上一道久已湮没的别样风景，以稍慰刘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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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愿。从已杀青的书稿看，剑清学术研究心志之诚，征服

难题决心之坚，实证实悟之笃，旁搜远绍之勤，世不多见。

然西晋文学研究久被 “撂荒”，故园恢复，颇费时日。我初

捧书稿，期之于剑清者，也只是于大端上有创获：标示出

“故园”的 “四至”，恢复起已湮没的 “阡陌”，规划出当年

垄亩的 “走向”，收集全嘉禾异卉的 “标本”，确定下嘉禾

异卉的 “生长地”，测定出嘉禾异卉的 “生长条件”。读竟，

乃有过望之喜！书稿完全满足了我的期待。从第四章，不

仅领略到剑清处理复杂问题时裕余有序的风致，而且能一

窥剑清善解人意的心曲。稍觉遗憾者，唯在第五章 “西晋

文风演变对陕西文学氛围的启示”，究竟是 “思接千载”之

笔，抑或是 “画蛇添足”之举？抚卷再三，犹在游移。君

子无乎隐，一并书之；“仁”耶 “智”耶，剑清裁之。

剑清的书稿即将付梓，嘱我为序。我欣然从命。并非

因为我是作序的恰当人选，而是由于我对剑清期之甚殷。

写下这些，权以为序。

２００９年３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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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风演变、文学观念与文学氛围

在研究文学理论的过程中，考察文风及其演变，不失为一种行

之有效的研究思路。所谓的 “文风”，包含三个层面：一是文学风

貌；二是由文学风貌呈现出的一种文学风气；三是由文学风气显现

出的文学观念。文风演变研究已经逾越出文学理论的静态畛域，这

种静态畛域是现代文学理论自设的樊篱。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

中，探讨文风变革的思想理路是清晰可寻的。可见，文风演变研究

本就是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应有之义，西晋文风演变研究就成为远

绍先祖的一次探寻。

文风演变不仅要勾勒演变轨迹，还要揭示演变原因。这需融合

学术思想史上的 “外缘影响”与 “内在理路”两大范式。在２０世纪

学术思想史研究中，大陆学者多重视 “外缘影响”研究，而海外学

者重视 “内在理路”研究。① 新世纪以来的学术思想史研究就将这两

种学术范式融合起来。刘梦溪 《中国现代学术要略》说：“第一，首

先是学术思想内部的相生相克之态，这是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②

文风演变也有自身的内在理路，即内在文学观念的演变。文学观念

１

①

②

如对清代思想史变迁的解释，章太炎重视政治因素，提出 “反满说”，侯外
庐重视经济因素，提出 “市民阶级说”。参见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
三联书店，２０００年，第３２３—３２４页。
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三联书店，２００８年，第３１页。



的形成是文风演变的关键，文学风气和文学观念互为表里。文坛上

出现一种创作风气，形成一种新的文学风貌，必然是由一种新的文

学观念或体系化的文学理论推动的。文学一旦形成风气，就标识着

文学观念臻于成熟。梁启超说：“风气者，一时之信仰也，人鲜敢婴

之，亦不乐婴之，其性质几比宗教矣。一思潮播为风气，则其成熟

之时也。”① 可以说，文风演变的内在动因，乃是一时代的作家、诗

人形成了新的文学观念和审美意识。当某一种新的文学观念悄然孕

育，社会上尚处于主流地位的文学观念已经暴露出种种弊端，新的

文学观念因其具有新的审美趋向，必然会对旧有的主流文学观念进

行革新。具有先知先觉的诗人为这种新文学观念摇旗呐喊，为之鼓

之呼之，并躬身实践，其创作必然出现新的艺术因素。这些具有新

的艺术因素的文学作品的整体风貌必然不同于旧有文学观念下创作

出的文学风貌，这样的文学作品让信奉旧有文学观念的诗人震撼不

已。不同的诗人可以有不同的反映，或弃旧从新，或誓死詈骂。但

不管怎么，这种新的文学风貌让文坛波澜迭起。一旦认同的诗人越

来越多的时候，这种文学观念就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观念。睿智的

理论家就会对这个时代的文学观念进行理论化的提升，这就成为这

个时代的文学理论。当然，不是说任何时代都能及时提炼出自己的

文学理论。但是，任何时代的文学家们都一定有自己所认同的文学

观念。以西晋文风演变为例来说，西晋初年作家要超越正始文学，

意识到 “正始文学”中的社会政治批判精神已不合时宜。他们要突

围出来，但突围的方向尚不清楚，只能追溯历史，祖述建安。即使

学得再好，也不是西晋文学自家的面目，何况时易势异！直到西晋

元康时代，陆机提出 “缘情”理论，才成为西晋文人文学创作的风

标。可见，西晋文学是由 “尚气”向 “尚情”演变，这也是一种进

２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页。



步。说到底，这种进步是作家的审美意识和审美倾向转移的结果。

从 “内在理路”的角度揭示西晋文学观念，尚不能完全揭示西晋的

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形成的全部原因，还需要从政治、思想、社会

习俗、地域、家族等 “外缘影响”的角度加以解释。因为，这些外

缘影响的诸因素形成合力，共同构筑成了文学氛围。“文学氛围”这

个概念与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所提出的 “文学场”十分类似。布迪

厄所谓的 “文学场”是不同的资本持有者角斗的空间，一个始终烽

烟四起、鏖战频频的场所。文学场由许多位置以及相互关系形成，

具有不同习性和文学资本的行动者进入文学场，争夺位置的占有权。

参与文学游戏的行动者不同于前结构主义的主体，他们不是一个理

智主义的、全知全能的主体，而是受到文学场域和社会大场域影响

的个体；行动者的文学习性、文学资本，镌刻着出身、家庭教育和

成长轨迹的痕迹。布迪厄从 “习性”角度提出 “文学场”，从而将文

学研究置于社会场域之中。在布迪厄看来，研究文学就意味着建构

一系列 “纸上的建筑群”，就要把文学置于社会历史的场域空间之

中。不同历史时期的“纸上的建筑群”风貌是不同的。如建安文学的

整体风貌好比是气势宏大的建筑群，格局阔大，明亮朗畅；而西晋文学

的整体风貌则像装修富丽堂皇的建筑群那样精致华美、典则清雅。布

迪厄提出“文学场”三个内在关联的环节。首先，分析文学场与权力场

两个场域的关系；其次，勾画行动者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因

为行动者或机构在这个场域中为占据位置而控制场域特有的合法逻

辑，因相互竞争而形成关系空间；第三，还需要分析行动者的习性，即

千差万别的性情系统：行动者通过将社会、经济条件内在化而获得性

情系统，而习性又影响行动者的社会轨迹，形成不同的力量关系。① 简

３

① 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

５８０—５８４页。



而言之，文学氛围是文学风貌成长的必要环境。其内在层次很多，如

权力机构的文学态度（王朝统治者是否爱好文学），社会秩序清晏与

否，思想形态的一统或多元，地域文化、文风的差异与碰撞、文化中心

空间的形成以及其凝聚力和辐射力的大小、文学集团或文学机构的结

成，不同性格、不同才华的作家之间的亲和性游戏以及良性的竞争机

制的形成。尤其是一个时代对文学功能和文学价值的认识，都将决定

着文学氛围的浓淡。对西晋５０年的文风演变来说，从 “文学场”的

角度来揭示也是十分奏效的。西晋元康时代，从文学场与权力场看，

西晋元康时代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文学集团。这些文学集团有一定的

政治性，各个文学集团为文学创作开辟了良好的创作空间；从代际

意识看，老、中、青三代诗人争奇斗艳，争夺位置的占有权。以陆

机、潘岳为代表的西晋第二代诗人占据着诗坛的中心地位；从文化

习性上看，西晋元康时代，以玄谈为尚的贵族士族努力运用诗歌形

式来书写对玄学的体悟，这样的玄言诗歌具有 “平淡”的审美特征。

但 “平淡”的玄言诗歌在西晋元康时代未能成为诗歌的主流。崇尚

儒学的中下层文士是西晋元康时代的诗人群主体，他们渴望通过展

示自己的诗文才华，赢得一定的政治权力和政治地位，他们的诗文

以 “缘情”为写作观念，以 “绮靡”为诗歌的审美宗旨，追求华美

的内质。以道家神仙思想为知识构成的下层文士如郭璞等将神仙思

想的浪漫气质和想象精神熔铸入诗歌之中，发展了传统游仙文学，

这也成为西晋文学的又一附翼；从地域文风的接触和碰撞看，西晋

时代随着吴蜀等地的文士入洛，吴地的典则繁缛文风与以洛阳为中

心的中原清丽华美文风开始接触，持有不同文学观念的两地文士形

成相互竞争关系空间。最终，吴地文风得到了中原文风的认同，也

促使了中原士族对吴地文士的社会认同。两种不同文风在西晋元康

时代会合，形成了西晋的 “缘情绮靡”的文学观念。

“知往而察今”，是研究西晋文风演变和文学氛围的终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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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通过考察西晋文风演变和文学氛围所获得的

智慧对思考当代文学现象依然有效。就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的陕西

文学现象来说，陕西文学经历了文学从政治意识形态解放出来后难

得的自觉的欢畅。文学的相对独立价值被确证，作家们为之振奋、

为之喜悦。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文学担当着新思想的第二次启蒙使命，

陕西文学迎来了新的发展。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文学的审美性被

张扬的同时，文学却也遭遇了边缘化的尴尬。陕西文学氛围较其他

省份十分浓厚，文学边缘化得到一定的延迟。因而，陕西文学在

１９９３年，造成了轰动全国的文学事件 ——— “陕军东征”。无论怎么

批评这个文学事件的冠名，但至少说明，陕西文学在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中期以前曾创造了文学辉煌。随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市场经济体制

的建立，经济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议题。社会的关注点向经济

学偏移，人们的谈论也向日常生活偏移，文学日益淡出了普通大众

的视野。文学氛围变得十分稀薄，文学创作、文学评论成为圈子里

的事情。作家也失去了思想启蒙的文化英雄形象，取而代之的是消

费社会中的娱乐明星。１９９５年以后的陕西文学处境十分尴尬。陕西

作家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文学观念，既不能沉溺于纯审美的文学幻想

之中，（如贾平凹在１９９２年提出了 “大散文”观念），又不能将文学

彻底沦为消费娱乐的平庸之中。只得将文学定位在 “社会记录”之

上。如贾平凹在 《高兴·后记 （一）》中说道：“而在这个时代的写作

普遍缺乏大精神和大技巧，文学作品不可能经典，那么，就不妨把

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份社会记录而留给历史。”① 这样的文学观念自

然影响文学作品的品第。如何重构陕西文学氛围，提升陕西文学乃

至文化的影响力，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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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贾平凹：《高兴》，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４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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