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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思想心态、文学创作方面对 20 世纪以来的刘禹锡研究予以全面的总结、归纳。 思想心态研究以进入 80 年

代为界，分为前后两大时段。 之前偏重于对其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的探讨，之后则趋向全方位和多元化考察。 文学创作研

究前六七十年间成果较少，80 年代后才回归文学本位，进行了热烈和宏、微兼具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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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以来的刘禹锡研究， 一方面集中于对刘氏生

平、作品及文集的文献学考索，①一方面表现在对刘禹锡

思想心态及文学创作的深入考察。 而相比之下，后者所占

比重更大，也更为引人注目。 兹依据史料，从思想心态和

文学创作两大方面作一述论， 希望能对此后的刘禹锡研

究有所裨益。

一、思想心态研究

刘禹锡不仅是一位文学家，还是一位思想家。 百余年

的刘禹锡研究中，其思想一直是关注的热点，研究成果达

100 多项。 以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为界，可分前后两大时

段。 之前偏重于对其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的探讨，之后则

趋向全方位和多元化的考察。
80 年代前对其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的探讨在很大程

度上受到了时代文化、政治思潮的影响。 五六十年代，哲

学界唯物主义思潮盛行， 报刊上出现了若干从唯物主义

观点出发、 探讨其无神论思想及贡献的文章， 如赵纪彬

《刘禹锡和柳宗元无神论思想研究》（《哲学研究》1957 年

第 5 期）、炳然《对刘禹锡、柳宗元 在 无 神 论 史 上 的 新 估

价》（《光明日报》1957 年 11 月 21 日）、肖萐父《关于刘禹

锡的 “天与人交相胜” 的学说》（《江汉学报》1962 年第 7
期）、游钦赐《柳宗元、刘禹锡的哲学思想》（《学习与研究》
1958 年第 1 期） 等。 文革早期， 研究成果罕见。 而到了

1974、1975 这两年，由于受“评法批儒”运动的影响，对刘

禹锡的关注热情急剧升温，除了继续探究其唯物论、无神

论思想外，还涌现了一大批从“评法批儒”的角度探求刘

禹锡法家思想的文章，如闻军《论刘禹锡的政治诗》（《北

京大学学报》1974 年第 6 期）、苏者聪《论刘禹锡诗歌中的

法家思想》（《武汉文艺》1975 年第 1 期）、萧涤非《唐代法

家诗人刘禹锡》（《文史哲》1975 年第 1 期）、金学迅《坚持

革新反对倒退的诗人———法家刘禹锡的诗歌读后》（《天津

文艺》1975 年第 1 期）等。 据不完全统计，各类文章近 50
篇。 因政治气候带动而刮起的这股“刘禹锡风”，虽在客观

上极大强化了其人其作在社会上的普及度，但研究成果重

复、目标单一、范围狭窄，严重导致了学术研究的政治化、
意识形态化。

文革后，随着思想禁锢的破除，学术视野逐渐打开，
对刘禹锡思想的认识开始走向全面、多元和客观。

首先，在传统研究领域即哲学、社会政治思想上，一

方面，沿袭传统视点，对其唯物论、无神论、法制思想等的

讨论仍在继续深入，如王应常《论柳宗元、刘禹锡的天人

观》（《南宁师院学报》1984 年第 1 期）、纪作亮《试论刘禹

锡的宇宙观》（《学术界》1989 年第 5 期）、周肇光《论刘禹

锡 的 法 制 思 想 及 其 现 实 意 义》（《政 法 论 坛》2000 年 第 1
期）等。 但相较之下，这一时期的讨论不仅更为辩证、理性

和客观，还摄取了一些新的角度和观念。 如谭家健《略谈

刘禹锡的时空观》（《河南师大学报》1979 年第 5 期） 一文

从自然科学的立场分析其时空观念，刘鄂培《中国古代天

人观的发展与柳宗元、刘禹锡论自然与人的关系》（《中国

社科院研究生学院学报》1999 年第 2 期）一文从刘禹锡对

自然与人关系的理解中寻求解决人类生态、环境、道德等

问题， 黄岩 《试论刘禹锡的生态伦理观及其当代价值》
（《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 年第 4 期）一文基于人类的生

态环境危机，探讨刘禹锡“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中蕴涵

的生态伦理思想及对维护生态平衡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皆让人耳目一新， 赋予了刘禹锡哲学思想新的时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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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艺论丛》第 2 辑，上海文艺出版社 197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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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意义。 另一方面，新的研究点也逐渐被发现和关注，使

得研究呈现出多元化格局。 如申志钧《试论刘禹锡在我国

医学上的贡献》（《福建中医药》1983 年第 3 期）、 吴兆华

《试谈刘禹锡的医学哲学思想》（《中山大学学报》1990 年

第 2 期）、刘朝谦《人生乐园与自然之美———刘禹锡自然

美论兼议》（《四川师大学报》1990 年第 3 期）等，皆从新的

角度对刘禹锡丰富的哲学和社会思想内涵进行探讨，拓

展了研究空间。
其次，学界将目光更多转向新的思想研究领域，成果

斐然。 探讨主要围绕两大议题：
一是刘禹锡与宗教的关系。 这方面主要集中于对刘

禹锡与佛教关系的探讨。 刘禹锡“事佛而佞”，佛学在其思

想中占有重要位置。 对此， 早期的研究中也曾有人注意

到。 如 20 世纪 30 年代子葵在《刘禹锡》一文中谈及刘禹

锡的哲学思想时说：“唐代思想， 凝塞固滞； 如韩柳等儒

家，韩昌黎之思想为乐天，柳宗元之思想为厌世，而刘禹

锡之思想则介乎二者之间。 一方面对于社会朝政，评论深

刻，因而屡被贬斥。 一方面受佛教思想之陶融，间有如王

维、孟浩然之作品，含有佛教之精神。 ”其中指出了佛教

思想对刘禹锡的影响，然只是点到为 止，未 能 展 开 和 深

入。 此后，刘禹锡被划入唯物主义阵营，这方面的研究自

然中断。 文革后较早 对 此 深 入 关 注、 引 风 气 之 先 的 是

1978 年陈允吉《论刘禹锡及其文学成就》①一文。 文章对

刘禹锡与儒释道三家的关系作了全面分析，并着重指出

了刘禹锡的思想观念、 文学创作与禅宗的密切关系，及

其“天人交相胜”理论与宗教观念之间的紧密联系。 80 年

代后，相继出现了多篇论文专门探讨，如萧瑞峰《论刘禹

锡诗中的佛教烙印》（《贵州文史丛刊》1986 第 3 期）、张碧

波 《论刘禹锡和佛教禅宗》（《学术交流》1988 第 6 期）、杨

鸿雁 《刘禹锡与佛教》（《贵州大学学报》1992 年第 2 期）、
龚玉兰《刘禹锡“事佛而佞”心态探析》（《内蒙 古社 会 科

学》2002 年第 1 期）、王树海《佛禅与刘禹锡的人情诗性》
（《社会科学战线》2002 年第 6 期）等。 这些成果从刘禹锡

事佛的原因、过程、特点、典型意义及其对文学活动的影

响等多方面展开论述，各有偏重，共同推进了对刘禹锡与

佛教关系这一主题的研究。 其中不乏歧见，如关于刘禹锡

崇佛的原因， 杨文认为： 刘禹锡与佛教有千丝万缕的联

系，客观上是因为佛教已经发展到了与儒、道鼎立而三的

兴盛时期， 身处其时的刘禹锡幼时就与诗僧有融洽的师

生关系；主观上，遭受了种种打击后，他愿意接近佛教。 僧

人成了沟通刘禹锡与佛教的桥梁。 而龚文则认为：刘禹锡

是受到了历史和时代风气的熏染，才产生了精研佛理、结

交禅僧等一系列与佛教有关的活动的， 他的这种态度是

对当时流行的禅宗的社会作用的思考和研究， 而不是个

人受挫的结果。 也有讨论得较为集中和深入的问题，如

佛禅与刘禹锡诗论之关系，除以上 数文 涉 及 外，高 林 广

《佛 禅 美 学 与 刘 禹 锡 的 诗 学 思 想 》（《内 蒙 古 社 会 科 学》
2000 年第 5 期）、 龚玉兰 《刘禹锡的文学理论与禅之关

系》（《广西社会科学》2001 年第 5 期） 诸文也对此专门探

讨，指出刘禹锡诗论中虚静成诗、境生于象外及对自然清

丽风格的崇尚等思想观点， 皆受到佛禅美学的影响。 此

外，还有研究者注意到刘禹锡与道教之间的关系，如孙琴

安 《刘禹锡诗中所涉及的道教》（《上海道教》1991 年第 3
期）、张思齐《从刘禹锡诗看中唐道教的升降变迁》（《宗教

学研究》1999 年第 1 期），均不无开拓的价值和意义。
二是刘禹锡的文学思想。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分两

类：一类立足于总体文学观，论述刘禹锡对文学与政治、
文学与时代、文学独创性及辞采形式等方面的看法，如刘

国盈《论刘禹锡的文艺思想》（《天津师院学报》1982 年第 3
期）、陈绪万《刘禹锡文学观初探》（《人文杂志》1990 年第 5
期）、刘欢《论刘禹锡的文学思想》（《延安大学学报》1994
年第 4 期）等。 另一类则集中关注刘禹锡的诗学思想，如

孙琴安《刘禹锡的诗歌理论》（《镇江师专学报》1986 年第 2
期）、萧瑞峰《刘禹锡诗论初探》（《杭州大学学报》1987 年

第 2 期）、 赵晓岚 《刘禹锡诗论新探》（《求索》1994 年第 2
期）等。 其中以萧文和赵文较为精详。 萧文着重论述了刘

禹锡诗论中的三个层面： 一是刘禹锡对艺术构思的真知

灼见，如重视想像的作用、强调以意为主等；二是刘禹锡

对诗歌语言的丰富论述， 如要求诗歌语言含蓄精练、清

丽、自然浑成、须有来处、以比兴出之、依于声律等；三是

刘禹锡对学习与创新的关系认识。 赵文的论述也从三个

方面展开，即强调诗歌“义得而言丧”、“境生于象外”的审

美特质；提出因定得境、虚静成诗的创作论；提倡天然邃

美、静而味长的诗风。 并认为：刘禹锡的诗论从意境构造、
创作心态、审美风格方面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其最大价

值在于对诗歌审美特质的阐述，对诗歌境界的明确规定，
以及对创作心态的描述；其诗论自成体系，在唐代诗论史

乃至中国诗论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和承前启后的地位。
两文各有偏重，又互有贯通，以深刻的见解推动了对刘禹

锡诗学思想的认识和讨论。 另外，刘欢《刘禹锡意境理论

新探》（《西北大学学报》1994 年第 4 期）、朱学东《象外形

无迹寰中影有迁———论刘禹锡意境理论的构建》（《南华

大学学报》2006 年第 2 期）两文聚焦于刘禹锡在意境论史

上的贡献和地位，王运熙《刘禹锡的文学批评》（《殷都学

刊》1992 年第 2 期）探讨刘禹锡对同时其他作家创作的批

评态度， 陈允锋 《论刘禹锡的地理意识及其诗学思想特

点》（《宁夏社会科学》2004 年第 3 期） 从刘禹锡对地理历

史沿革、地域民风及地方歌谣充分重视的角度，探究其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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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想特点，皆具有掘深、补足、开新意义。
刘禹锡历经七朝，人生阅历丰厚、曲折不平，除了其

思想的丰富和深邃，他独特的心路历程、不凡的人格精神

也吸引了研究者的关注。 如尚永亮在其《元和五大诗人与

贬谪文学考论》（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3 年版）及《论柳宗

元、 刘禹锡执着意识的三大特征》（《河北师大学报》1993
年第 7 期）、《雄直劲健： 刘禹锡诗文的风格主调》（《中州

学刊》1991 年 4 期）等一系列论著中，从贬谪文学与贬谪

文化的角度， 将刘禹锡置于元和五大贬谪诗人这一特殊

群体中，详细剖析了其政治悲剧、生命沉沦和心理苦闷及

由此衍生的极具典型意义的执着意识， 展示了其行健不

息的生命意志和劲健雄风。 之后，有若干论文聚焦于此，
如贺秀明 《坚贞·愤懑·豁达———刘禹锡朗州时期心态探

析》（《厦门大学学报》2001 年第 4 期）、邵之茜《论刘禹锡

的人格精神》（西北大学 2001 年硕士学位论文）、 万伯江

《刘禹锡的贬谪心路探析》（北京语言大学 2005 年硕士学

位论文）等，立足作品，对其人格内涵和心路历程进行体

味和探究。 特别是一系列论其“诗豪”品格的文章，如刘梦

初《论刘禹锡贬谪中“诗豪”品格》（《常德师院学报》2000
年第 1 期）、陆坚《“精华不衰”的 诗 豪 刘 禹 锡》（《文 史 知

识》1985 年第 8 期）等，更彰显了刘禹锡英迈之气老而不

衰的精神品质和人格魅力。 这样的研究，立足于人学和心

学，兼采传统研究方法和当代哲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多

学科理论思维的长处，以揭示其生存方式、心态变化及生

命意志为归宿，不仅对深层次地了解刘禹锡其人其作，乃

至对正确把握文学的特质及其与人生苦难的关系， 都是

不无意义的。

二、文学创作研究

20 世纪以来对刘禹锡的创作研究中以诗歌研究最为

突出，成果近 400 项，超过了研究总量的一半。 从时段分

布看，前六七十年间成果较少，虽有若干文章分析其名篇

如《西塞山怀古》、《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等，亦大多

以探讨思想为指归。 80 年代后， 学界的研究回归文学本

位，对刘诗进行了热烈和宏、微兼具的探索。
宏观而系统的研究主要见于对其诗歌艺术、渊源、体

式等的探讨上。 80 年代中期，萧瑞峰先后发表了《论刘禹

锡诗的艺术风格》（《中国文学研究》1986 年第 1 期）、《论

刘禹锡诗的个性特征》（《文学评论》1987 年第 1 期）、《论

刘禹锡诗的历史地位》（《吉林大学学报》1995 年第 5 期）
等系列论文，而后汇集为专著《刘禹锡诗论》（吉林教育出

版社 1995 年 9 月），从创作道路、创作内容、艺术风格、创

作特点、 历史地位及影响等方面对刘诗进行全方位的研

究，认为在韩孟、元白两大诗派叱咤风云之中唐时期，刘

禹锡不仅有卓然自立的艺术品格， 还在对题材领域的拓

展与发掘、对传统主题的深化与反拨、对诗歌体式的变革

与完善三个方面对唐诗发展作出了贡献， 这也正是奠定

其历史地位的三块基石。 该书体系严密，论述精辟，有深

度，亦有广度。 此外，陈友琴《略谈刘禹锡及其诗歌创作》
（《文学遗产》1981 年第 1 期）、吴汝煜《谈刘禹锡诗歌的艺

术美》（《文学评论》1983 年第 3 期）、尚永亮《雄直劲健：刘

禹锡诗文的风格主调》（《中州学刊》1991 年 4 期）、 许总

《雄 豪 之 概 与 清 峻 之 美———刘 禹 锡 诗 论》（《苏 州 大 学 学

报》1996 年第 2 期）等文对刘禹锡诗歌艺术风格的论述亦

具新意和见地。 还有研究者着眼于刘禹锡与前后世诗人

之间的承接关系，进行不同层面的考索，展现出一种史的

眼光。 如吴汝煜《论刘禹锡诗歌的艺术渊源》（《南开学报》
1985 年第 1 期）一文，认为刘禹锡的诗歌主要接受了《诗

经》“国风”、屈原楚辞和杜甫诗歌的影响，同时远绍近取、
多方承益。 之后如尚永亮《人生困境中的执着与超越———
从对屈、贾、陶的接受态度看中唐贬谪诗人心态》（《社会

科学战线》2001 年第 4 期）、 何 念 龙 《萧 条 异 代 接 武 前

贤———论刘禹锡对屈原的继承》（《江汉论坛》1991 年第 7
期）、 刘梦初 《试论刘禹锡接受屈骚的契机与必然》（《求

索》2004 年第 6 期）三文，皆从接受学角度考察了刘禹锡

与屈原精神的关联， 并对其作品内容和艺术特点加以讨

论，颇具深度。 探讨刘禹锡与后世作家关系的文章，如卞

孝萱系 列论文 《刘禹锡与晚唐诗 人》（《河 北 师 大 学 报》
1983 年第 3 期）、《刘禹锡与江西诗派》①、《刘禹锡与苏轼》
（《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 3 辑，1985 年版），吴汝煜《刘禹

锡对苏轼的影响》（《光明日报》1984 年 8 月 7 日）、《谈刘

禹锡诗歌的影响》（《徐州师院学报》1985 年第 1 期）等，以

个案分析的方式， 具体而微地呈现了刘诗的影响和诗史

地位。 此外，刘禹锡诗歌“无体不备，蔚为大家”，亦有论者

聚焦于其诗歌体式的艺术特点和成就，如宋心昌《刘禹锡

的七绝论评》（《中州学刊》1992 第 2 期）、李师贞《刘禹锡

五绝四面观》（《中文自学指导》1990 年第 9 期）、 孙琴安

《论刘禹锡的五律》（《铁道师院学报》1999 年第 3 期）、杨

静《试论刘禹锡的七律》（首都师范大学 2007 年硕士学位

论文）、宋心昌《论刘禹锡的古体诗》（《广西师大学报》1992
年第 1 期）等，分别对其绝、律、古诸体展开考察，从文体

学的角度对刘诗研究予以掘进和深化。
刘禹锡诗歌内容丰富多样， 在多种题材类型上都有

创获， 所以对其题材的分类研究和具体探讨成为百年来

研究的一大重镇。 其中，以《竹枝词》、《踏歌词》、《浪淘沙

词》等为代表的乐府诗研究成果最为可观。 前期的研究一

般把其定位为民歌体，从刘禹锡对民歌的吸收和创新、将

文人诗与民歌相结合的角度去讨论， 或者探讨此类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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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歌的关系及艺术特点，如李申《刘禹锡与民歌》（《文

艺论丛》第 12 辑，1981 年版）、方心棣《刘禹锡民歌体诗艺

术初探》（《安徽师大学报》1982 年第 2 期）、萧瑞峰《论刘

禹锡的民歌体乐府诗》（《杭州大学学报》1989 年第 1 期）；
或者对其名作《竹枝词》进行专案分析，如陈思和《试论刘

禹锡的<竹枝词>》（《复旦学报》1981 年第 2 期）、 蔡起福

《凄凉苦竹枝》（《文学遗产》1981 年第 4 期）、邓小军《刘禹

锡<竹枝词>、<踏歌词>研究》（《安徽师大学报》1983 年第

4 期）、孙琴安《刘禹锡<竹枝词>的音调、形式、内容和影

响》（《民间文艺集刊》第五辑，1984 年）等，深入探讨刘禹

锡《竹枝词》的特点和创作成就，以此管窥其民歌体诗创

作的艺术突破和贡献。 而进入 90 年代后，不仅对民歌体

诗尤其是《竹枝词》的研究更为深入、细致，还出现了新的

研究视角。 一是将此类诗歌和民俗文化结合起来，探讨其

民俗学、文化学意义。 如吴在庆《略谈刘禹锡笔下的土风

民俗》（《东北师大学报》1997 年第 3 期）、刘欢《论刘禹锡

的民风民俗诗》（《西北大学学报》1997 第 2 期）、李彤《刘

禹 锡 诗 的 风 物 民 俗 钩 沉》（《重 庆 大 学 学 报 》2005 年 第 1
期）等。 二是跳出原来民歌体诗的局限，从乐府诗的角度

对其作品进行整理和检讨。 如孙明慧 《论刘禹锡的乐府

诗》（中央民族大学 2006 年硕士学位论文）、王琳《刘禹锡

乐府诗研究》（首都师范大学 2006 年硕士学位论文）、张

煜 《刘禹锡的新乐府观及新乐府创作》（《山西大学学报》
2007 年第 1 期），不仅在《刘禹锡集》“乐府”卷的基础上对

其乐府诗重新整理归类，还从“乐府”这一概念出发，对其

体制、创作背景、艺术特点及与其它诗人乐府诗的区别进

行了考察。
除了乐府诗， 刘禹锡在中唐独占鳌头的咏史怀古诗

亦引起关注。 不仅有大量的名篇赏析文章，而且对其有较

为系统和深入的探讨。 或论其咏史怀古诗在思想内容和

艺术上对前人的突破和建树，如萧瑞峰《论刘禹锡的咏史

诗》（《贵州文史丛刊》1984 年第 2 期）、林心治《刘禹锡咏

史怀古诗新探》（《渝州大学学报》1996 年第 1 期）；或探讨

其咏史诗创作的丰富内蕴及发展变化，予以分期和分类，
如尚永亮《刘禹锡咏史怀古诗的类型和特点》（《东南大学

学报》2000 年第 3 期）、江枰《论刘禹锡咏史诗前后期内容

上的差异及成因》（《兰州学刊》2004 年第 4 期）；或讨论其

咏史诗的生成因素及影响，如刘欢《刘禹锡怀古诗探析》
（《唐都学刊》1998 年第 1 期）、王丽芳《刘禹锡咏史诗的生

成和影响》（东北师范大学 2006 年硕士学位论文）。这些成

果从咏史诗的角度确立了刘禹锡在唐代诗歌史上的地位，
研究达到了一定的深度。 此外，刘禹锡的酬赠唱和诗、政治

讽喻诗也颇受瞩目。 唱和诗的研究始于 80 年代后对其与

白居易、柳宗元之间酬唱诗的关注。 刘、白唱和在中晚唐甚

为知名，且曾结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虽不多，但已有空间

开拓的气象，如吴汝煜《读刘禹锡与白居易晚年的酬唱诗》

（《光明日报》1984 年 4 月 17 日）、熊飞《刘禹锡、白居易唱

和诗简论》（《湖北大学学报》1990 年第 2 期）、王玫《刘禹

锡白居易唱和诗研究》（首都师范大学 2002 年硕士学位

论文）等。 还需一提的是从 60 年代开始学界对刘禹锡《酬

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诗中“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

头万木春”一联理解的争议。 20 世纪以来此方面的文章不

少，因为对这两句诗所体现出来的情绪理解不同，乃至对

全诗的基调和主题也存有不同看法。 最具有代表性的观

点，一是认为这两句揭露了客观事物新陈代谢、发展变化

的规律，表达了诗人达观开朗、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因

而全诗的基调是高昂的；一是认为其并非描写美好景象，
而是表达了作者对他人得志我独坎坷的伤感， 全诗的情

绪是低沉的；还有人认为其中透露了一种人事不齐、自安

其命的“安命”情绪，或认为句中表达了对自己身世的不

平、对当朝者的愤慨和讥刺，等等。 这种多义的解读，无疑

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大大丰富了作品的内涵。 与刘、白晚年

的诗酒唱和相比， 刘、 柳之间的酬唱主要发生于被贬之

后，用于倾诉和缅怀，作品也不多，所以研究者的目的也

重在探讨二人之间的交谊，如陈琼光《中唐文坛两颗巨星

的深厚情谊———读柳宗元、刘禹锡的酬和诗》（《广西广播

电视大学学报》1999 年第 4 期）、林水檺《从刘禹锡与柳宗

元的唱和诗看两人的交谊》（《东方丛刊》1995 年第 2 期）
等。 2000 年后，关于刘禹锡唱和诗的研究开始走向整体和

宏观，成果如王卓华《从几部唐代唱和总集看刘禹锡的唱

和诗》（《殷都学刊》2005 年第 4 期）、付瑶《刘禹锡唱和诗

研究》（新疆师范大学 2005 年硕士学位论文）。 王文从与

刘禹锡有关的九部唱和总集检讨其交往唱和的概况，付

文则从刘禹锡唱和诗的编辑与流传、 唱和诗的内容及体

制特点诸方面进行了全面考察， 从中可见逐渐拓展和深

入的研究趋向。 政治讽喻诗的研究成果如萧瑞峰《论刘禹

锡的讽刺诗》（《杭州大学学报》1985 年第 4 期）、刘欢《刘

禹锡寓言诗创作特点探析》（《西北大学学报》1995 年第 3
期），分别对其讽刺诗的艺术风格、寓言诗的创作内容、特

点及其在寓言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了较为深入的考察。 另

如贬谪诗、咏老诗、入粤诗、咏秋诗、咏物诗等等，也进入

到了研究者的视野。 这一方面反映了刘诗内容题材的丰

富，另一方面，也说明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刘诗研究的

细化和深化。
与刘诗研究的蓬勃局面相比， 学界对刘禹锡散文的

研究相对冷落。 除了有关《陋室铭》、《天论》等的争议及赏

析文章，专门论著不多，总计约 10 篇。 其中，吴汝煜《论刘

禹锡的散文》（《唐代文学论丛》第七辑 1986 年）、唐骥《刘禹

锡散文略论》（《宁夏大学学报》1995 年第 4 期） 颇具代表

性。 吴文从刘禹锡在唐代古文运动中的地位、散文成就、渊

源和影响三个方面展开论述，较为全面。 唐文认为：刘禹锡

散文多作于被贬时期，表现了他被贬后的痛苦、愤懑，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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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屈的精神；其艺术性主要表现为富有激情、借古讽今、
妙婉幽远；语言运用骈句占了相当的比重，对秦汉散文语

言有所借鉴。 另外，近两年有些学位论文开始关注这一领

域，如赵金《刘禹锡论说文综论》（华中师范大学 2007 年硕

士学位论文）、崔桂萍《刘禹锡论说文研究》（江西师范大学

2007 年硕士学位论文），即是这方面较新的成果。
刘禹锡有九篇赋存世，但研究成果亦寥寥。 仅刘梦初

《刘禹锡与柳宗元赋体文学比较》（《湖南文理学院学报》
2004 年第 1 期）、 毕熙燕 《析刘禹锡<砥石赋>》（《名作欣

赏》1989 年 第 1 期）、《楚 辞 思 想 与 刘 禹 锡<望 赋>丛 考》
（《重庆工学院学报》2007 年第 9 期）几篇。 另外，刘梦初

《刘禹锡对屈赋的接受》（《唐都学刊》2004 年第 1 期）一文

谈到了刘禹锡 《砥石赋》、《何卜赋》、《楚望赋》、《谪九年

赋》等对屈赋的模拟和学习。 可见，这方面还有进一步开

拓的必要。

综上所述，经过百余年的探索，刘禹锡的研究卓有成

效，在思想及创作等方面都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以上世纪

80 年代前后为界， 可以看出刘禹锡研究颇有差异的两种

态势：此前，研究方向较为单一，范围较为狭窄，且受政治

干扰，误入岐途；此后，研究态势日趋繁盛、视角日益多样，
深度和广度均获得大的拓展。 当然，不足之处也还不少。 如

过多集中于诗歌研究，而对散文和赋则较少关注；即就诗

歌而言，对其语言、立意、结构、意象等文艺学方面的研究

也相对薄弱。 此外，对刘禹锡身处逆境仍能傲视忧患、行健

不息的独特人格范型，更需要多角度、深层级的探索和解

会；至于涉及宗教、思想、社会政治理念乃至医学、书法等

方面的问题，亦需结合历史文化美学等多学科知识进行综

合探讨。 由此看来，刘禹锡研究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要产

出更多的突破性成果，还有待研究者的不懈努力。
[审稿、责编：陈松柏]

社会心理变迁与文学走向：中国 16—18 世纪

社会心理变迁与白话短篇小说之兴衰

聂付生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王言锋博士的专著《社会心理变迁与文学走向：中国

16—18 世纪社会心理变迁与白话短篇小说之兴衰》（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 是从社会心理角度切入阐述

中国白话短篇小说兴衰的一部成功之作。
正如王著所说：“社会心理的变动必然反映在文学创

作上，引起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变化。 ”王著即以此立论，将

中国 16 至 18 世纪的白话短篇小说发展分为兴起、 繁荣

和衰落三个阶段， 并就三个阶段的社会心理和白话短篇

小说之间的有机联系做了详尽的论析。 王著认为，从明中

叶商业经济的发展、新的社会思潮的兴起和市民的扩大，
到晚明繁荣与危机并存的社会状况，再到清初的动荡、清

中叶的文化高压， 每一个时期的社会现实都引起了社会

心理的极大变化，形成了鲜明的心理特征，而每一次变化

也都影响了白话短篇小说的创作。 作者通过细致严密的

分析和材料的合理运用， 有条不紊而又令人信服地阐释

了明中叶至清中叶二百年间白话短篇小说的发展脉络和

兴衰动因。 如阐述“兴起”阶段的白话短篇小说时，王著主

要抓住中国 16 世纪社会转型时期影响或制约着阅读白

话短篇小说的市民， 深入而细致地梳理和论析市民的社

会地位转变、生活方式、社会风气、消费观念等因素与中

国白话短篇小说兴起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出“市井中那种

只是一味地纵酒、淫乐、闲逛、宴饮、斗鸡、走狗的追求纯

感官享受的、 低级趣味的娱乐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娱乐

心理需求， 人们开始寻找和倾向于文化娱乐的消费” ①P49

的结论。 我认为，这种建立在充分的文献基础之上的结论

是经得起检验的， 尽管我们在白话小说中很难找出与这

些文献一一对应的关系， 但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所有

的意识形态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 这个时代的心理。 ”
（《艺术心理学》）中国的 16 世纪正是市民兴起的时代，市

民文化是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化。 深受市民文化影响的文

人， 无论是市民审美趣味的培养还是文人创作观念的转

变都与当时那个社会的文化背景分不开。 也就是说，文人

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是与整个的社会文化心理紧密相联

的。 王著即在这两者之间试图展开很有价值的理论探讨。
王著论述的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也应作如是观。

因为有了正确的视角， 自然对中国 16 至 18 世纪的

白话短篇小说的研究也有新颖的论述。 这是王著的另一

个显著特点。 正如著者所述，市民的社会心理和审美趣味

左右着文人的创作走向，因此，白话短篇小说文体的市民

性在白话短篇小说的题材、主题、结构、语言风格等方面

得到充分的体现。 相应，到了传统思想回归的清代中叶，
因白话短篇小说中教化思想的泛滥而使白话短篇小说的

发展终于走进了一条让读者期待视界落空的死胡同。 这

其中的原因既有社会心理期许的失落， 也有白话短篇小

说文体本身的缺陷。 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聂付生，文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

要从事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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