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本書以南宋乾淳詞壇為研究對象，著重考察了詞學和詞的創作在南宋宋孝宗

時期近 30年時間內的發生、發展狀況，力求歷史地還原和展現作為有一代文學之
勝的詞在南宋乾淳時期所取得的成就和演進規律。

首先，從「詩詞」、「詞人」等概念的使用，以及向詩學批評方式靠攏的詞學

批評方式等入手，探討了此時的詞學觀念和詞學批評，認為，詞的觀念和批評在

南宋乾淳時期發生了較為深刻的變化，在乾淳時人的觀念和理論認識上，詞的地

位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詞在文學地位上和詩走上了同一。而通過對「以文為詞」

概念的產生、涵義和創作實踐等問題的分析，認為，「以文為詞」在寫作方式和表

現功能等方面都對前人實現了突破，標誌著詞作為文學的一種體式在乾淳時期的

基本成熟。

其次，以詞人交遊和詞的創作的關係為基本的著眼點，從社會學和文化學等

角度，選取了張孝祥、陸游、辛棄疾等一些有代表性的詞人作為考察對象，認為

張孝祥、陸游等人之間彼此交遊唱和，聲氣相通，相互影響，促進了詞壇創作風

氣的形成，奠定了稼軒詞派的先聲；而辛棄疾與陳亮、劉過等人的交往與彼此唱酬，

則實質性地促成了稼軒詞派的形成，壯大了稼軒詞派的聲勢，是乾淳詞壇的最高

成就的重要代表之一。

再次，選取了潛邸舊人曾覿、張掄，宗室詞人趙彥端、趙師俠、趙長卿，隱

士型詞人毛幵、韓淲等三類為研究者所常常忽略的詞人類型作為研究對象，力求

在更廣泛的層面展現乾淳詞壇詞的創作的本來面貌。通過對這幾類比之辛棄疾、

姜夔等更為普通的詞人群體的詞的創作的深入分析，發現，在題材、規模、表現

功能和風格趨尚等方面，詞在更為廣泛的創作群體那裏取得了向文學形態的全面

進步，體現了乾淳詞壇總體創作水平的提升。

復次，以乾淳詞壇的傑出代表辛棄疾和姜夔作為重點研究對象，通過對二人

的比較研究，文章指出，辛棄疾和姜夔詞的創作中英雄與雅士人格形象的自我設

計反映了詞的創作在乾淳詞壇的基本成熟，豪氣詞和雅詞為後世詞的創作確立了

兩種基本的寫作範式，在詞史上具有著典範意義。

本書最後認為，在南宋乾淳時期詞作為文人化的文學逐步成熟，詞的文學性

特徵凸現出來，詞壇的多樣化創作局面基本形成，詞在這一時期完成了它作為文

學的一種體式的定型，是宋詞歷史上乃至整個詞史上承前啟後的一個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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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或曰曲子詞，昉於隋唐，成熟於晚唐五代，繁榮於兩宋。而

宋詞之盛，方家所論，尤為蔚然；稱之顯學，亦不為過。於今，治宋

詞者，若欲有所新創，已非易事。儘管如此，今日宋詞之研治，亦非

無途轍可尋，仍有可開墾之地。僅以詞史之研究而言，宏闊的詞史描

述固然必不可少，而斷代的，甚至斷代中某一時段的詞史的精細探

索，亦大有餘地；所謂刮發幽翳，抉微而知著，亦不失為治宋詞之一

途徑也。尤其是在當今宋詞之研究日趨精細的情況下，在大多數的研

究者把研究的重點聚焦於一流詞家的時候，將研究的觸角伸向更為細

微之處，以最大的可能將二三流乃至以前多不入流的詞作者，聯繫起

來集中納入研究的視野，或許更能夠真實、全面地展現詞壇的本初面

目。這正是李靜君《南宋乾淳詞壇研究》一書的學術意義所在。 

李靜君，皖人也，於辛巳之歲，負笈北大燕園，讀博深造。入學

之初，我即建議，學詞須從詞學源頭入，從詞集文本入，從精研原典

入，不將根基打得寬厚牢固，來日難建巍巍之塔。遵余所囑，李靜君

從詞籍史料的原始典籍入手，先是研讀《唐五代詞》，繼而研讀《全

宋詞》，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即將唐宋詞籍原典細細爬梳一過，並

且寫成了兩篇頗有自己心得的論文，一為《南唐詞抒情模式的位移》，

一為《柳永詞的視野和視角論略》。二文發表後，均為學術界所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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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2－

高峰在所著《唐五代詞研究史稿》（齊魯書社，2006 年）一書中，以

數百字的篇幅對前文的主要觀點詳加引述；後文在《北京大學學報》

發表後，亦為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

全文轉載。風雨春秋，寒暑兩過，在比較深厚的學術積累的基礎上，

李靜君擇取了南宋孝宗一朝的詞壇，作為他的博士論文研究對象；我

意以為選題可行，蓋因乾淳詞壇之於宋代詞壇乃至整個詞史，具有十

分重要的地位。 

孝宗一朝，文物彬彬，所謂「乾道、淳熙間，三朝授受，兩宮奉

親，古昔所無。一時聲名文物之盛，號『小元祐』」（周密《武林舊事

序》），洵非過譽。以詞而言，詞壇人物之盛、作品存量之夥、詞作質

量之高，可謂前此難匹。吳熊和先生有言：「南宋孝宗一朝，人物之

盛，不下於北宋的元祐時期。以這時期的愛國詞派來說，如以辛棄疾

為盟主，那麼張孝祥、韓元吉、陸游、陳亮等與之揖讓，聲氣相通，

或為友軍，或為羽翼，陣營是夠壯大的。」（《唐宋詞通論》，浙江古

籍出版社 1989 年）的確，僅就辛棄疾為首的稼軒詞派而言，其時的

創作成就即足以聲振詞林；短短的二十八年中，180 餘位詞作者有

5000 餘首詞作留存於世，這個數目亦可謂相當驚人。然就已有的研

究狀況而言，對於此期詞壇之辛稼軒、姜白石諸人研究或已甚夥，而

於二三流之詞作者，大多少有觸及，甚而於其名姓仕履等亦多語焉不

詳。故李靜君以孝宗乾淳詞壇為研究對象，力圖在更為廣闊的範圍

內，通過深入探索，比較全面而又真實地揭示這一時期詞壇的真實面

貌。觀其書稿，我以為這一學術目標已基本實現。 

綜覽李靜君此著，以我之見，有以下特色： 

首先是研究視角的獨特性。李靜君此著，雖曰有斷代詞史之意

味，然在寫作方式上卻不流於泛泛的詞史的描述，而是選取了幾個不

同的視角對乾淳詞壇予以觀照。以大的方面而言，此著擇取了南宋乾

淳詞壇的詞學觀念與詞學理論、詞人交遊與詞風詞派之形成、潛邸舊

人等幾類更為普泛的詞人群體的創作，以及辛棄疾、姜夔的典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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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3－

等幾個問題來進行研究，我以為，基本抓住了南宋乾淳詞壇的核心內

容。這幾個問題和角度的選取，頗有學術眼光，如就此期的詞學觀念

與詞學理論來說，詞體地位提升，進而與詩走向同一是這一時期的主

要特徵。但詞體地位提升的具體體現，或有數端，李靜君以「詩詞」

「詞人」概念的使用、向詩學靠攏的詞學批評方式等為切入點，具體

分析詞體地位之於此前的變化，思路甚為可取，所得結論亦甚為可

信。而就此期詞壇詞風與詞派之形成而言，李靜君選取了詞人交遊這

一獨特視角，亦有創見，道人之所未道。 

其次是研究內容的深入性。孝宗詞壇名家輩出，辛棄疾、姜夔等

一流大家不容迴避，但既有的研究業已比較充分，如何推陳出新，另

闢蹊徑，這對作者學術功力乃是一個嚴峻考驗。李靜君此文將辛棄疾

與姜夔二人置於一章，對照而論，分析了辛姜二人作為英雄詞人和雅

士詞人兩種範型的典範意義，歸納出了豪氣詞和清雅詞兩種範型的寫

作方式，進而探討了兩種範型的文化成因。所論時出新見，從中可見

作者對辛姜二人研究的用力之勤。至若對於「以文為詞」這一重要詞

學概念的梳理，作者將其具體細化為以文法為詞、以文氣為詞等諸內

容，並具體分析了「以文為詞」的創作實踐，其中亦多前人所未發。 

再次是研究範圍的廣泛性。除了辛姜，此期詞壇還存有大量的詞

作者未能進入研究者的視野，不少作者存詞在百首以上，然迄今幾乎

無人過問，不能不讓人有遺珠蒙塵之歎。對於這一群體的忽視必然導

致詞壇面貌描述的不完整、不全面。李靜君此著以一章的篇幅詳細梳

理了潛邸詞人、宗室詞人、隱士詞人等三類不同的詞人群體的寫作，

從更為普泛的詞人創作群體展示此期詞壇創作的豐富性與廣泛性，亦

可為詞壇高峰提供豐富之佐證，故其學術之價值亦不言而喻。 

李靜君為人樸誠，襟懷磊落，聰而不黠，慧而能學，口雖訥於言，

而身卻敏於行。燕園三載，孜孜不輟，春華秋實，多有所獲。三年學

滿，應聘執教於吉林大學，不逾數歲，而喜訊頻至。先是於丁亥之歲

喜得千金，俊俏伶俐，討人喜愛，有過左思嬌女；繼而於庚寅之歲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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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4－

關奪城，脫穎而出，晉升為教授；再而於辛卯年選聘為博士生導師；

家庭事業可謂紅紅火火蒸蒸日上矣。而其《南宋乾淳詞壇研究》一書

又將於寶島付梓，錦上添花，斯乃又一可賀之事也。 

今李靜君丐序於余，余快然而允，聊敘數語，弁於書首，一以抒

欣喜，二以表賀意。李靜君年值壯歲，學當旺時，前面有望不盡的春

光燦爛！屈子自矢其志曰：「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余

熱望李君曰：「海茫茫且浩瀚兮，汝須日夜而揚帆！」言不盡意，勉

之勉之。 

是為序。 

 

辛卯歲冬至後五日於北大燕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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