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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漫话文学史漫话文学史漫话文学史漫话        

陈关荣陈关荣陈关荣陈关荣     题记题记题记题记：当年中学未完便被送去上山下乡，从广州市到了海南岛五指山区。住茅棚、点油灯、吃木薯、喝溪水，开荒植树过了整整七个年头。期间每年被允许回城省亲一次。不甘于磋砣岁月，每逢回家便到旧书店以斤论价买一堆弃书带到海岛闲读。幸好寻得《唐诗三百首》、王力《诗词格律十讲》和游国恩《中国文学史》等经典。在白日劳作之余，晚上油灯下翻几页古籍、念一首旧诗。如此日复日、年复年，读遍了手边几部文学著作和一大捆杂书。当时觉得文学史特别有趣，最近抽空把当年随手写下的零散笔注整理出来，作了些订正和增补，留作铭记。   中国文学起源于诗歌。“诗言志、歌咏言”。诗这种文体始于尧舜，以《诗经》为代表。《诗经》自西周起，不断由民间汇集和官方编撰，历时六百年，留下了今天的版本，共三百多篇。《诗经》分六义，即“风、雅、颂、赋、比、兴”。文学主体为“风、雅、颂”，即诗的本身，其中“风”指《国风》，细分为十五国风，“雅”包括《大雅》和《小雅》，“颂”则有《周颂》、《鲁颂》和《商颂》，而“赋、比、兴”则是阐述写诗的技巧。  《诗经》是韵文。同时期的一部传世之作是《尚书》，属散文。随后便是《春秋》，由孔子修订。《春秋》有“三传”，即《公羊春秋》、《毂梁春秋》、《左氏春秋》，后者亦 称《左传》，是一部极具文学色彩的编年史。《左传》中最重要的内容包括《国语》，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以及《战国策》，记录了战国时代纵横家的言论和事迹。概括地说，《尚书》记言，《春秋》纪事，为我国两大史书，也是两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孔子推崇《诗经》，说过“不学诗，无以言”，其中的“诗”指《诗经》。孔子尤其喜欢《诗经》里的“二南”，即《周南》和《召南》。他说一个人不好好学习“二南”，就会如面壁而立，为人做事不知何去何从。 



《敬乐》2015 年第 41 期                                             EE Dept, CityU of Hong Kong  说到孔子，当然不能不说他的《论语》。其实《论语》并非由孔子所写，是由他的弟子将听课笔记编辑而成。《论语》的思想和文学价值毋庸赘述，其中不乏名言佳句。记得当年读过片段，最喜欢的不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而是“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该句子后来演化出“岁寒三友”梅松竹的典故。记得 1973 年是我一生中最为惆怅失落的时段，10 月 28 日留下七律一首：“饱阅风霜惯晴阴，青松自有岁寒心。卓然峭壁高枝在，俯视无言草木深。”今日不堪回首话当年，正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唐李商隐《锦瑟》）。  《论语》之后，陆续出现了《老子》、《庄子》、《孟子》、《荀子》、《墨子》、《韩非子》以及《吕氏春秋》，为先秦“诸子百家”的鼎盛时期。“诸子”指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荀子、墨子等学术和思想代表人物，“百家” 指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等文学和哲学代表流派。特别是老子的哲学思想为道家的本源宗旨。其《道德经》中的名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字面上颇为直白，意思却深邃莫测。传说中的道教始祖太上老君就是老子。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是世界上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最多外国文字的名著。  像《诗经》一样，战国末西汉初出现的《楚辞》也是一本诗文集，共十六卷。显著不同的是，前者中没有出现著名的个人作家，后者却成就了两位伟大的文学家，就是《离骚》和《九歌》的作者屈原以及《神女赋》和《九辩》的作者宋玉。  文学发展之初大致经历了“诗、辞、歌、赋”的阶段。《诗经》的诗和《楚辞》的辞之后，出现了各种祭祀、竞技和表演中需要吟唱的“歌辞”。汉代《乐府》中的歌辞达到了极高的境界。乐府本来是衙门之名，是采集民间诗歌的低微官府，但由他们整理出来的歌辞也统称为“乐府”。  汉代《乐府》是继《诗经》之后的民歌大汇集。它用通俗语言描写真实生活，由杂言趋向五言，是诗史中五言诗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其《长歌行》中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



《敬乐》2015 年第 41 期                                             EE Dept, CityU of Hong Kong 伤悲”就十分通俗易懂。汉乐府中著名的《孔雀东南飞》则是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与北朝的《木兰诗》合称“乐府双璧”。后人把它们和唐末的《秦妇吟》一起统称“乐府三绝”。  继歌辞之后，文学的另一种体裁便是赋。赋是韵文与散文结合的叙事文，在汉代盛行，故亦称为汉赋。宋玉之后的汉赋名家当推司马相如、杨雄和贾谊。司马相如的代表作《子虚赋》构拟了两个人物，就是楚国的“子虚”和齐国的“乌有”，彼此对话，巧配成赋。成语“子虚乌有”出自此典。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在他们家乡四川广为流传，今日成都也称为“文君故里”。杨雄受司马相如影响较深，他的《羽猎赋》和《长杨赋》是西汉末期最有名的作品。贾谊早有才名，二十一岁受汉文帝封为“博士”，翌年升为太中大夫，写下的政论文《过秦论》、《论积贮疏》、《治安策》等在历史上有很高地位。他后来被贬至长沙，途经湘江时写下了《吊屈原赋》，流芳千古。他在长沙三年后又被征召回京。贾谊三十三岁英年早逝，但其文采与见识均深受后人赞颂。西汉时期司马迁在《史记》中同时写下了《屈原贾生列传》，到后来东汉时期班固编撰的《汉书》中也有《贾谊传》。  司马迁的《史记》，原名《太史公书》，顾名思义是记录历史的，但其书章文句皆为绚灿散文，深沉隽永，不同凡响。《史记》是中国第一部传纪通史，共计一百三十篇、五十多 万字，记述了从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期间长达三千多年的历史。它既是严格的史籍，又是极好的文学作品。司马迁与司马相如被誉为“文章西汉两司马”。  可是司马迁本人经历了一段惨烈残酷的历史。汉武帝在天汉二年派李陵出兵甘肃酒泉抗击匈奴，但李陵弹尽粮绝后降敌。武帝为之震怒，群臣亦皆声讨，唯司马迁为李陵求情。武帝迁怒，赐司马迁以宫刑。何等奇耻大辱！正如文王身陷囚室写成《周易》、仲尼困厄编纂《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仍作《国语》、孙膑膑足尚修兵法、韩非囚秦留下《说难》和《孤愤》，司马迁以他刑余之身，忍辱负重，秉承父愿完成了一件天赋使命：写成了《史记》。现在重读《史记》，“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敬乐》2015 年第 41 期                                             EE Dept, CityU of Hong Kong 1973 年 7 月 15日，我曾写下七律一首，大体上都是回顾这些逆境出雄才的故事：“曾嘲李白难行路，如今啟步到吾曹。拒用韩非留孤愤，稽疏屈原赋离骚。乞归崔述空才智，哭返阮籍没蓬篙。驥子龙文天下是，难得管乐遇桓昭。”  两汉时期，诗的成就很高。当时诗的主体是五言，其最初成形可追溯回汉代的《苏李河梁赠答诗》和《古诗十九首》。汉献帝刘协在位时年号“建安”，那个时代的诗文成就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被誉为“建安文学”。代表作家主要是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以及才女蔡琰（文姬）。  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归功于曹操，他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大诗人。曹操起初是汉献帝的丞相，后晋封为魏王。虽然身居高位，曹操的诗歌中多有描写战乱和民间疾苦的：比如《蒿里行》中有名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短歌行》中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以及《龟虽寿》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为人熟知。至于曹操的长子曹丕，他的七言诗《燕歌行》和文学专论《典论--论文》对建安文学的繁荣起了极大推动作用；三子曹植诗歌代表作有《洛神赋》、《白马篇》、《七哀诗》等。说到这里，自然会想起“七步成诗”的故事。曹操死后，长子曹丕欲以继位，他夺去二弟曹彰的兵权，逼四弟曹熊上吊，随后为难三弟：他令曹植在七步之内作出一首诗来，不然便要处死。曹植七步之内果然成诗一首：“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建安七子”中之佼佼者是王粲，他也有一首谴责战乱、同情民间疾苦的《七哀诗》，其中句子“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常常让后人感叹良多。  蔡琰，字文姬，是东汉大文学家蔡邕的女儿。文姬初嫁卫仲道，后守寡，值匈奴入侵，被左贤王掳走，下嫁匈奴，育有两子。十二年后，曹操统一北方，用重金将蔡文姬赎回，将其嫁与董祀。蔡文姬擅长文学、音乐、书法，留下《悲愤诗》二首和著名作品《胡笳十八拍》。历史上“文姬归汉”的故事被反复演绎，广为流传。  



《敬乐》2015 年第 41 期                                             EE Dept, CityU of Hong Kong 接下来的文学史延续到六朝。  六朝时代，即三国至隋朝的南方六个朝代（孙吴、东晋、南宋、南齐、南梁、南陈），均建都于今日南京（因而南京亦称作“六朝古都”）。六朝承汉启唐，文学昌盛，科技艺术也极其辉煌。东晋末期的诗人和辞赋家陶渊明广为人知，他的田园诗在历史上数量最多，成就也最高，其中有名篇《桃花源记》。其实，他还是文学史上第一个写了大量饮酒诗的隐逸诗人，以“醉人”的语态来书写愤世嫉俗的檄文。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家喻户晓。到了南梁，梁武帝（昭明太子）亲自汇编诗文集《文选》，后人称为《昭明文选》，内容除涉及《诗经》、《离骚》、《楚辞》之外，还涵盖有周、秦、汉、晋、宋、齐、梁七代诗文作品，实为史无前例之集大成者，是文学史上一大重要文献。  之后，文学史来到了登峰造极的时代—唐。中国文学之冠是诗，而唐诗为诗品之最。唐朝历时近三百年，后来清代康熙时期编撰的《全唐诗》共九百卷，近五万首诗，作者两千余人，可谓洋洋大观、不可一世。  初唐有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其中王勃二十九岁英年早逝，留下的《滕王阁序》是宴会上即席而作的骈体诗序，被视为典范之作。他的诗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毗邻”更为后人所熟悉。  唐朝鼎盛时期，有李白杜甫的诗、韩愈柳宗元的文、颜真卿柳公权的字、吴道子李龙眠的画—正是“空前绝后，君欲何求？”  “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同时开创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先河。李白出生和去世都比杜甫早十年左右，两人在年轻时见过两三次面，其时李白已是如日中天，杜甫还是初出茅庐。杜甫相当敬重“诗兄”李白，说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李白一生基本上是流浪者，过着缥缈不定的生活，“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不清楚他从哪里学来的写诗本事，也没有记录说他参加过科举考试。杜甫说他“天子呼来



《敬乐》2015 年第 41 期                                             EE Dept, CityU of Hong Kong 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他说自己“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可见李白算得上是一个天人或异人。  李白存世诗文千余篇，代表作有《蜀道难》、《行路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另有《李太白集》传世。他的作品浪漫奔放、意境新奇；他的诗句行云流水、明快自然。他曾批评诗歌“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自己则写下了许多平民百姓都能朗朗上口的诗篇，如“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掛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他还写了不少仁民爱物的作品，曾以律诗赠别一位农夫：“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其情之深可以说是“无以伦比”。他虽漂泊无涯，却乐观有度，不开心的时候也潇洒超脱：“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李白诗篇传诵千年，众多诗句已成经典，如“片辞贵白璧，一诺轻黄金”和“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  杜甫小时候父亲仕途失意，适逢战乱，一家颠沛流离，饱尝苦楚。杜甫初试进士不第，便去荡游各地。他旅途历尽艰辛，所见全是国破家亡、民生涂炭的悲惨景象。接着又逢安史之乱，他还被叛军擒获、押解长安。杜甫一生辗转曲折，晚年略为安定，便携家迁蜀，但后又折返湖南，病死湘江。  杜甫留下一千多首各种文体的诗，著名的有《三吏》、《三别》、《兵车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丽人行》、《春望》。杜诗充分表达了对民间疾苦的同情和对当时残酷社会的鞭挞，有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他的诗在艺术上以丰富多彩著称：有豪情奔放的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有郁沉顿挫的如“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有辞藻瑰丽的如“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有平白质朴的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杜诗格律严谨、精炼和谐。他有几句名诗，铭为我之鞭策：“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敬乐》2015 年第 41 期                                             EE Dept, CityU of Hong Kong “新诗改罢自长吟，颇学阴何苦用心”--阴铿和何逊是南朝的两位著名诗人。杜甫还开创了新乐府诗，后由元稹、白居易继承。  盛唐期间许多著名诗人中，李杜之后应数王维和孟浩然。  王维诗画双绝，人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是佛教徒，但年老后隐居的长安终南山，却是道教之发祥地。王维有一个诗友祖咏，年轻时去长安应考，文题是“终南望余雪”，要求写一首六韵十二句的五言律诗。祖咏远望终南山，深思良久，写下了四句：“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然后就搁笔了，说“意尽”。考官很不高兴，给了他不及格。事实上后人多认为该诗完整优雅、余味隽永。我当然也很认同，在1974 年 1 月 1 日写下七律《写作》，宣泄了一番感慨：“书贵风雅忌浮词，出言有典免招疑。勿将短句强为赋，宁把长文写作诗。如碍抒情当破格，若妨立意不循规。终南祖咏望余雪，世俗当时未得知。”  孟浩然一向被李白、杜甫和王维推重。他多写山水田园、旅游兴致以及隐居逸事，与王维并称“王孟”，为陶渊明之后的山水田园诗派代表。  到了中唐时期，白居易在杜甫去世两年后出生。据说他是神童，六岁便会写诗。但是他一生非常勤奋，曾说自己“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生疮，手肘成胝”。据说他还经常先把诗稿念给老年人听，觉得对方能听明白了才拿去发表，因而他的很多好诗句都很平白，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出名的故事诗有《琵琶行》和《长恨歌》。  说到中唐时代的文学，不得不说韩愈。他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文豪，兼秉诗文，传扬孔孟，倡导古文，被后人尊为“百代文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以及名篇《师说》等。民间流传的口语“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就是韩愈的诗句。  



《敬乐》2015 年第 41 期                                             EE Dept, CityU of Hong Kong 韩愈幼年命苦，三岁时父母去世后由兄长抚养，不幸兄长亦早卒，继由家嫂照顾。韩愈少时苦读，十三岁已能写出一手好文章。但韩愈不是应试能手，三次应考进士、三次应考博学宏词，全部落败。他第四次投考进士时，碰上与上次同一道考题和同一个主考官，于是他便自认晦气，缴交了同一份答卷，怏怏离场。谁知结果出来，他却是名列榜首！韩愈的故事成为科举历史上一大佳话，也是笑话。  后来和韩愈齐名的是他的好友柳宗元。柳宗元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韩愈并称“韩柳”。他是山西河东人，故亦名柳河东，曾任职礼部员外郎，后来几经贬谪，曾降职为永州司马，写下了诉说民间疾苦的《捕蛇者说》，最后到了柳州做刺史。所到之处，山水田园风光无限，让柳宗元写下了大量优美华丽的游记，如《永州八记》。他一生留下诗文作品六百余篇，后来诗人刘禹锡为他编有《河东先生集》。  所谓“唐宋八大家”指的是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和三苏（苏洵和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  欧阳修自幼家境艰难，母亲用荻草在沙堆上教他写字，后来有了成语“画荻教子”。欧阳修毕生的勤奋为后人津津乐道。一说他的学问出自“三上”—马上、厕上、枕上—他从不浪费时间。二说他功成名就，但告老还乡后还常常夜读不已，妻子笑他是不是还怕老师责骂？回应说是怕将来被年轻人责骂。三说欧阳修任滁州太守时，一次游琅琊山途中写下了《醉翁亭记》草稿，起首说：“环滁四面皆山也，东有乌龙山，西有大丰山，南有花山，北有白米山，…”为了修改得更好，他让助手把文稿挂在城门四周，广泛征询意见。因为欧阳修是大文豪，一直没有人敢发声。后来一樵夫说，你的第一句我已经明白了，后面的东南西北太啰嗦。欧阳修欣然接纳，还专门请苏东坡抄了一份改好的《醉翁亭记》送给樵夫留念。据说欧阳修经常到那个醉翁亭去，和民众喝酒取乐，自称“醉翁”，期间请大家为他的文稿提意见。“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便出于此。   欧阳修培养了许多好学生，其中佼佼者有曾巩和苏轼、苏辙两兄弟，均在唐宋八大家之列。此处先记述北宋名家王安石，再回来说欧阳修的三位学生。 



《敬乐》2015 年第 41 期                                             EE Dept, CityU of Hong Kong  王安石集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于一身。他为官时政绩显赫，于嘉佑三年被封为度支判官，进京述职后提呈了一份万言奏本《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可是未获接纳。后来，王安石两次被封宰相然后又两次被罢黜，最后变法失败。文学方面，王安石在诗、文、词方面均有杰出成就。他一生潜研经学，著书立说，创有“荆公新学”，被誉为“通儒”。  欧阳修的高足曾巩可能不为世人熟识。他资质聪慧，兄弟们说他“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曾巩二十岁入太学，上书欧阳修并献《时务策》。可是他不谙应试，屡考不第，直至入欧阳修门下，才登科进士第一。欧阳修对这位学生极为赞赏，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  其实欧阳修最得意的门生是苏轼和苏辙两兄弟，特别是苏轼即苏东坡，他才华横溢，是文学家中之全才：古文、散文、诗词、书画，无一不能、无一不精。这里单说苏东坡的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和“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都是千古绝唱。“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和“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亦很感人。  说到宋词是需要大挥一笔的，因为宋词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与唐诗并称 “双绝”。  唐末到宋初之间是为期半个世纪的五代十国历史时期。期间蜀人赵崇祚编纂了一部词集《花间集》，共十卷，收录了温庭筠、韦庄、皇甫松等十八位花间词派诗人的经典作品，并选录了唐末五代词五百首。《花间集》是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词选，有很高的历史地位。  宋代豪放派词人则有辛弃疾、苏轼、岳飞、文天祥等，多写豪情壮志精忠报国的感慨。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和“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实是回肠荡气，岳飞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更是慷慨悲壮。文天祥留下诗词千多首，其中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气贯长虹。 



《敬乐》2015 年第 41 期                                             EE Dept, CityU of Hong Kong  宋朝还有一大批婉约派词人，包括欧阳修、晏殊、柳永、秦观、李清照等，以及南唐后主李煜。女词人李清照的词句特别婉约柔美，譬如“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只是没有想到，她也会写出气壮山河的豪放诗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煜是南唐最后一位国君，精书画、通音律，尤以词的成就最高。宋兵攻下金陵后把他俘到汴京。那段日子他写下了许多伤怀故国的词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以及“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宋太宗憎恨他这些词句，命人在宴会上下药，将他毒死。  我特别欣赏南宋诗人陆游，历史上他留下诗词数量最多，曾自诩“六十年间万首诗”。陆游号放翁，浙江绍兴人。他“年十二能诗文”，也曾习武练剑并研读兵书，苦学而仕进。中年更是跃马横戈，阅历军旅生涯，留下过许多气势磅礴的抗金救国诗词名句：“三更抚枕忽大叫，梦中夺得松亭关”、“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国仇未报壮士老，匣中宝剑夜有声”、“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陆游与唐婉凄美的爱情故事，特别是他们沈园偶遇留下的两首词《钗头凤》感动了不少后人。多年后陆游重游沈园，更写下了令人断肠的诗句：“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陆游的一些名句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以及“人才衰靡方当虑，士气峥嵘莫可非”，全都清丽流畅、脍炙人口。陆游一生中几经宦海沉浮，曾因壮志未酬而悲愤动容：“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他最终退隐山阴二十年，八十五岁离世前留下《示儿》一绝：“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1969 年 8 月 18 日，我写了一首七律缅怀陆游：“千古风流号放翁，从戎壮岁报国身。贤良竟亦成迁客，诗赋何以扭乾坤。伤别两阙钗头凤，喜迎一曲谢池春。流年虚度遗侠骨，梦断关河有回轮？”   民国之前的几个朝代更迭是唐、宋、元、明、清。在唐诗宋词之后，中国文学的发展演变到了元明时代的曲艺杂剧和清代的章回小说。 



《敬乐》2015 年第 41 期                                             EE Dept, CityU of Hong Kong  中国戏曲最早的成熟形式是宋元时代的南戏，而第一个繁盛期是元代的杂剧，代表人物是关汉卿。关汉卿的《窦娥冤》、《蝴蝶梦》、《望江亭》和《拜月亭》广为人知，王实甫的《西厢记》和高则诚的《琵琶记》对当时戏曲的发展很有影响。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对此有很好的总结。中国戏曲的第二个繁盛期是明清传奇，其中首推孔尚任的《桃花扇》。清初京城盛行昆曲与京腔，乾隆中叶后昆曲衰落，而京腔兴盛演变成京剧。  元、明、清时代有四大名著，大家耳熟能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毋庸赘述。此外还有明代的《金瓶梅》和清代的《聊斋志异》、《老残游记》、《儒林外史》等。  本文作结，还要提及晚清诗人龚自珍。他的《己亥杂诗》是一组自叙诗，取题广泛，其中一首多年来给了我不懈的激励：“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