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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水源流随处满，东风花柳逐时新 

———评周唯一先生《南朝学术文化与〈文选〉》

范进军

（湖南工业大学，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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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周唯一先生的大著
《南朝学术文化与〈文选〉》于２０１５年６月由国内最
权威的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拜读周先生的大作，感

受最深的有三点：

一是为《文选》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文

选》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编成之后，便广为

传播，士子必备，注家蜂起，到唐代便形成了著名的

“文选学”。直到今天，研究者仍源源不绝。历代研

究《文选》者，或是从微观方面对《文选》的版本、注

释、校勘、文字、音韵、训诂进行研究，或是从宏观方

面对编者编撰时期、选录标准以及编者的文学思想

作总体探索。近年来，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有些学

者开始把《文选》放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上加以考察，

并发表了一些颇有见地的文章。但以洋洋５２万余
言的宏篇大著，将《文选》置于一个深远的文化背景

上，对其成书及其文化、文学价值进行系统研究并取

得丰硕成果的，周唯一先生应该是首屈一指的。周

著从南朝学术文化产生形成的历史根源、南朝五家

学术文化产生形成的现状与表现等多个方面研究南

朝学术文化与《文选》，内容涵盖南朝时代文、史、哲

等方面，全方位开启了《文选》研究的新视角。

二是提出了诸多令人信服的新观点。综观全

书，新见迭出。如论及《文选》作者的学术文化结构

时，周先生提出：“《文选》作者的学术文化结构，呈

现的也是一种叠加的金字塔型形状。他们都同源

于塔顶的以天地人为内核的学术文化，且时代离塔

顶愈近的作者，其所接触的知识学问愈少；愈远的

作者，其所接触到的知识学问愈多，愈到后来，愈为

宽博。”［１］３１２但这种知识和学问的“多”与“少”，并

不能说明不同时代的作者的学术文化结构的“厚”

与“薄”。周先生认为，那些居于塔顶的作者，学术

文化结构固然很厚实；那些离塔顶很远的作者，其

学术文化结构也依然不因远近而非常厚实。对此，

他抽丝剥茧，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深入阐释，给人

以非常深刻的启迪。

三是运用了大量的新材料。周唯一先生读书

广博，功力深厚。读他书后的参考文献，古今中外

著作涉及１５３种。他在论述“萧统选编《文选》还暗
藏着一条标准、一种意图，那就是要将历史上现实

中那些道德文章有卓异者选入《文选》，并通过他们

来为道德立言，为文章立极”［１］３２９的观点时，就运用

了《左传》《尚书》《诗经》《大学》《中庸》《曲礼》等

３０余种材料作为佐证。［１］３２９－３３１如此大的资料功夫，
实在令人佩服。

周先生长期从事南北朝文化研究，２０００年，出
版专著《南北朝文化与诗歌》，并获湖南省社科规划

成果三等奖；２００６年，其《南朝学术文化与〈文选〉》
课题，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资助。历经８年
艰辛探索，完成结题成果《南朝学术文化与〈文

选〉》一书，并于２０１４年顺利结题。周先生在《南朝
学术文化与〈文选〉》一书中把南朝学术文化归纳

为“从书斋到现实到书斋的开拓精神”“从狭境中

谋求进取的自强精神”“情文相续中的创新精神”

“从研核中心仪真实的求是精神”“争辩中前行的

搏击精神”等五种精神。［１］１我想，这五种精神不仅

是南朝学术文化的主要精神，其实也是周先生自己

学术上能不断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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