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現代學者處在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轉型的浪潮中，思維模式、生活方式、學術旨趣、學術

統緒都與傳統士人相異，形成了具有現代意義的整體研究方法。本文以中古文學研究為入口，

選取劉師培、魯迅、王瑤為研究對象，以三者的文學研究方法為研究內容，以期呈現中古文學

研究在學術現代化的進程中形成的新方法。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以對魏晉玄學由批評到接納、欣賞為風向標，在文、史、

哲領域興起了中古研究的高潮。筆者認為此現象出現的原因有兩點：第一，彼時知識分子對以

魏晉玄學為承載體的自由、獨立精神的嚮往；第二，現代歷史分期的形成使學者認識到中古作

為歷史序列中不可缺少的一環，體現了歷史連續性，對把握歷史整體具有重要價值，因而學者

有必要對中古時段進行再認識、再研究。劉師培、魯迅、王瑤的中古文學研究作為學術由傳統

向現代轉型的一個模式，既以整體形式區別於傳統文學研究，在此整體內又呈現了研究方法由

傳統至現代的演進歷程。

第二，學者思想與研究方法由傳統進入現代的方式體現在學術話語與研究內容兩方面，同

時，學術話語與研究內容的轉變又加速研究方法的現代化。劉師培、魯迅雖年歲相近，然在相

異的家學淵源、研究生涯、學術背景中形成了迥異的學術旨趣、思維方式與研究方法。筆者

擇取「文」、「文學」、「小說」為關鍵詞展開闡釋，「文學」在劉師培的話語語境中指具有審美性

質的偶語韻文，魯迅話語系統中的「文學」則是現代意義上的文學。對於小說，劉師培持傳

統「小道」觀念，魯迅則將小說視作文學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

第三，本文選取「語境化」、「主體性」、「體驗」三個特點論證現代中古文學研究方法如何

作為整體區別於傳統研究，並按章節依次闡釋。劉師培、魯迅、王瑤在中古文學研究中都採用

了不同於傳統詩文評方法的「語境化」研究。然三者所處歷史語境不同，在研究方法中呈現出

些微變化。劉師培在深厚家學傳承的背景下以學術思想變遷為軸心，輔以政治權力的嬗變與地

理區域的劃分。魯迅在個人興趣的推動下，將視角落於社會風俗與士人心態。王瑤在承繼劉、

魯二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完善「語境化」研究方法，從政治歷史、地理環境、社會風尚、士

人心態等多角度探析中古文學。

第四，魏晉時期為士人個體主體意識的覺醒期，也是形成於東漢的群體主體意識的發展期。

劉師培、魯迅、王瑤都採取「主體性」視角以契合魏晉士人之主體性覺醒。魯迅在章太炎、尼

采及浪漫主義思想影響下，以個體主體性為研究視角，關注魏晉士人的內心世界。劉師培、王

瑤將視角集中於士人群體主體性，展現了魏晉士人這一特殊群體的趣味與風尚。

第五，「體驗」為中國傳統研究方法，是一種物我不分、主客相通的思維方式。劉師培、

魯迅、王瑤雖受西方思想影響，然中國傳統思維方式已浸入骨髓，難以磨滅，於中古文學研究

中顯露了此思維方式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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