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透過歷代對文史本質、文史範疇與文史功能認知的比較研究，可知唐代基本文史觀的歷史

定位：承前啟後，一脈相傳，其延續性與穩定性顯而易見。

文史基本功能幾乎完全重疊，是普遍存在的文化現象、特質，從而構建了十分相似的文化

基因圖譜。「文史合一」就是這兩個文化基因圖譜的產物。

唐代明道文學觀是正統的，而正統歷史觀則是明道的。無論是詩教說、是明道說，其核心

價值為經世致用，即將文學作為「修齊治平」的文化軟件；而正統歷史觀內涵中的政治大一統、

王朝正統性、疏通知遠、以史為鑒，則可歸納為「經世致用」四字，同樣是將歷史作為治國平

天下的文化軟件。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經世致用便成為唐代明道文學觀與正統歷史觀最主

要的共同特徵，也是維繫兩者文化共性的堅韌紐帶。

文史合一的文化傳統在唐代得以延續與發展，其主要原因是唐代的明道文學觀和正統歷史

觀含有共同的文化基因，即由儒家思想所釋放的認知功能、教育功能與借鑒功能。文中有史，

史以文傳，從而構建了中國古代文史的傳統特徵。

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新史學與新文學既然同步形成，人們不但對文史本質有了全新的界

說，而且對文史範疇、功能的認知，也發生了質變。但因古今文史觀的歧异，而出現新舊文史

脫軌的文化現象。

因此，作者主張：在分別建構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國古今文史理論體系和實踐體系的同時，

也應逐步推行舊文學與新文學、舊史學與新史學之全面接軌，以促進中國新文學與新史學的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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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懋濂先生的著作《唐代明道文學觀與正統歷史觀的比較研究》即將出

版了。這部著作原是他的博士學位論文。作為該論文的指導教師，我當然感

到十分高興。 

符先生是新加坡華裔學者。初次相見的時候，我已經過了耳順之年。當

時他留給我的印象是精幹而樸實。當得知他的年齡比我還大，已經退休多年，

並且還在「發揮餘熱」，從事著社會教育工作的時候，不禁感到驚訝和佩服。

接著又得知，他原畢業於新加坡南洋大學，早已取得了碩士學位，只因後來

新加坡教育制度發生變化，所以未能繼續攻讀博士課程。如今就是為了圓這

個繼續學習博士課程的夢而來到復旦的。他的深造，完全是出於興趣，為了

求知，沒有任何功利的目的。我還是第一次指導這樣年齡和經歷的學生。 

在論文寫作過程中，我們經常交換意見。符先生原來的專業是歷史學，

而我感到他對於中國古代文學也有相當的瞭解。文史不分家，本該如此。令

我感到意外的是，據符先生說，他在新加坡讀中學時，對於許多中國古代詩

文名篇都是按要求背誦、精讀的，因此獲益匪淺。隨著寫作的深入，我們二

人在一些問題上當然會有不同的想法。我是直來直去，學術上有不同想法就

要說，儘管符先生年長於我，經歷比我豐富；符先生呢，也不會輕易放棄自

己的觀點。有時候所謂「指導」便成了二人之間的學術研討。我覺得符先生

的這種坦誠，這種堅持獨立思考、決不盲從的精神，非常可貴。教學相長，

在相互討論的過程中，我也獲得了好處。已經是好幾年前的事了，至今還記

得當時討論甚至是爭論的情景，並且十分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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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明道文學觀與正統歷史觀的比較研究》中，確實可以看到不少

經過深思熟慮，有著親切體會的見解。例如，作者認為中國古代史學中的正

統歷史觀，其核心內容乃是大一統的理論。論文說：「從元代開始，凡是能夠

統治全中國，實現政治大一統的王朝，不論來自哪個民族，都被視為正統王

朝，如元王朝、清王朝。這就是王朝正統性的真正內涵，雖然王夫之、梁啓

超等人並不接受此一界說。」王夫之、梁啓超在思想史、史學史上的學術地

位當然崇高，但符先生並不盲從他們的觀點。論文又強調意識形態的「大一

統」理念的重要。秦漢統一以後，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雖然也有過不止一

次的分裂時期，但「大一統」的理念始終存在，終究轉化為政治、民族的統

一。與歐洲歷史比較起來，統一是一個鮮明的特點。論文說，世界歷史上少

有的幾個大帝國，如羅馬帝國、阿拉伯帝國，一旦分裂，就再也無法統一。

中國則不然。其間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在地理、歷史、經濟諸種背景上

自然而然地産生的「大一統」理念的確立，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因素。論文熱

情地指出：「兩千餘年來，大一統觀念不僅早已演化為文化基因，滲入中華傳

統文化實體之內，而且歷久彌新，魅力無窮，就連今日的海外華人也深受其

惠。」作者舉例說，對於臺灣分離主義者「去中國化」的倒行逆施，華人中

凡接受中文教育者多深惡痛絕，這就是因為他們「蒙受中華傳統文化的薰陶，

血液中含有政治大一統的遺傳因子」。符先生說，此點或許國內文史學者關注

還不夠，故在論文中特為指出。 

從意識形態的「大一統」理念之重要，論文肯定了漢代獨尊儒術的積極

方面：「從漢武帝開始，思想大一統與政治大一統結合為一，相互作用，構成

正統歷史觀兩股精神或道德力量，支撐著歷代中華帝國的重建與發展。……

從歷史主義角度來看，我們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合理性與必然性，

既不可否定，也不可忽視。 

單就這點而言，董仲舒不愧為獨具慧眼的思想家，而漢武帝不失為非凡

的帝王」。而儒家思想既取得了權威的地位，又具有很大的兼容性；它並不是

一種宗教，而是一種世俗性的思想。因此，「中華民族的宗教信仰趨向於多元

性」，「從根本上排除了一元論信仰的極端化，消除了宗教戰爭在中國出現的

可能性」。而且「歷代統治者還可充分利用儒家思想的兼容性，在一定程度上

調和了各地區、各族群之間的利害衝突，使之有利於政治大一統的重建與維

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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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還強調了漢字與大一統的關係：「漢字是大一統理念的産物，而漢字

的獨特性，使其政治功能超越拉丁或任何一種表音文字」，對於重建、維繫歷

史上中華帝國的大一統功不可沒。 

從上面簡略的介紹，不難看出，符先生的治學，確確實實是深思熟慮，

決不隨聲附和。而且從中也讓我們感受到一位海外華裔對於自己的民族、自

己的祖先的拳拳之心。 

今年春夏之交，我們國家經歷了一場又一場嚴峻的考驗。3 月 14 日拉薩

發生了嚴重的打砸搶事件，西方某些媒體乘機造謠誣衊，激起了中國人民和

海外華人的極大義憤。中華民族子孫的血液畢竟有著共同的遺傳基因。符先

生多次給我來信，義形於言，令人十分感動。嗣後又是 5 月 1 日的汶川大地

震，全球為之震撼。符先生同樣極大地關注著，和我們一起悲痛欲絕，一起

為災難中煥發的人性光輝而深深感動。他堅信古老而年輕的中國具有無比強

大的生命力。「幸有成城眾志，不懼萬險千難」，「十三億神州，多英傑」，「齊

心繪就、江山似畫，誰能越」。他在所作詩詞中這樣堅定、熱情地歌唱。讀了

符先生的信，我更加感到他的論文中許多觀點真是出自內心深切的體會。 

借著論文出版之機，回顧數年前讀論文時的感受，回顧和符先生的交往，

當日情景又回到眼前，頗感愉快，也不禁覺得有點兒留戀。拉拉雜雜寫下一

些，權為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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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7 月於上海浦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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