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朝的文學與思想研討會致詞 

 

很高興參加本校中文系主辦的宋朝的文學與思想研討會；清華中文系

在大陸時期，自清華國學院以還，有很光輝的傳統，朱自清先生於

1925 年加入清華中文系，1932 年以後長期擔任系主任：他在日記中

記載兩次夢到因研究不夠，而被解聘，又夢到被學生縛手，痛責其從

不讀書，研究毫無系統，要求他辭職，對一個名滿天下的學者，從這

些夢魘，可看出他對自己的要求很高，部分也反應他在「大師如林」

的清華所受的壓力；在台灣的清華中文系，一向以融合中西學術、領

導議題著稱，加以教師學經歷有一半以上有臺灣以外的學術養成背

景，因此如何會通傳統與現代，運用本身特質及優勢，在「華文國際」

的概念下，促進國內學界與國際之互相理解，尋求清華中文系在國內

中文學界，以及國際漢學界中的特殊定位，是關懷之所在，據了解這

也是籌辦這次會議的主要原因。很高興在中文系李貞慧、祝平次和侯

道儒教授等策畫之下，歷時近一年，終於催生出這樣一場難得的宋代

文學與思想的研究盛會。 

宋朝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朝代；在中小學歷史課本裏，宋朝是個重文輕

武、積弱不振，不斷受到北方強敵侵犯，割地賠款，稱臣納貢，喪權

辱國的朝代，主張抗金「精忠報國」的岳飛，以莫須有罪名橫死，「留

取丹心照汗青」的文天祥慷慨就義，挫折、屈辱、悲痛、灰暗是時代

的形容詞，讓人搖頭太息不止；另一方面，宋朝的文物衣冠，達到歷

史的高峰，「清明上河圖」、「東京夢華錄」所展示的汴京太平繁華

景象，杭州「市列珠璣，戶盈羅綺競豪奢」《柳永觀海潮》，文學與

思想璀璨發展，文化工藝水準舉世稱頌；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

著名史學家陳寅恪言：「華夏民族之文化，歷數千載之演進，造極於

趙宋之世，」歷史學家湯恩比曾說，「如果我有選擇，我選生活在中

國的宋朝」，但是先有汴京陷落，徽欽二帝被金人所擄之「靖康之難」，

南宋偏安江南一百餘年之後，竟以亡於蒙古告終，飽受詬病與批判，

歷史的吊詭與無奈，在宋朝表露無遺。 

宋朝因為「陳橋兵變」而取得天下，宋太祖「杯酒釋兵權」，而有宋

一朝崇文抑武，以科舉取士；宋朝有最上軌道的科舉制度，整個唐朝

的科舉取士約一萬人。南、北宋取進士達四萬人；進士常能「全面發

展」，以歐陽修來說，他是政治、思想、經學、文學、文藝批評、史



學、教育家，甚至擔任過事涉外交、財政、軍事職務，議論法治以及

黃河治理等主要問題，而有人研究，這是科舉取士，制度成熟後走上

歷史舞台的「進士」士大夫普遍特徵，因此在宋代文學家常是思想家，

司馬光、王安石、蘇軾、范仲淹以及南宋的朱熹、呂祖謙、文天祥是

代表人物，談宋朝的文學與思想，以人而言，有許多交集。 

中國文學中以「唐詩」「宋詞」並稱，王國維先生「人間詞話」有云：

「詞至李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

詞。」李後主為宋太祖所擄，不久為宋太宗毒死，是戰爭失敗者，文

化戰勝者，征服了汴京，被譽為詞中之帝，作品千古流傳，宋詞因而

大盛。宋朝的文學代表是詞，但「全宋詩」收錄超過二十五萬（254,240）

首詩，凡九千餘人；陸游活到八十五歲，詩有萬首；最熟於詩律，七

言律尤為擅長。所以宋朝並不乏作詩的人，但成就很難高出李白、杜

甫等人，王國維先生「人間詞話」有云：「古詩敝而有律絕，律絕敝

而有詞。蓋文體通行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傑之士，亦難於

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體，以自解脫，一切文體所以始盛終衰者，

皆由於此。」另一方面，胡適與朱自清等人認為宋人的七言律實在比

唐人進步。這裡或可特別一提，月初本校「從中國古典詩到台灣現代

詩」通識講堂中，有大陸學者提到，目前大陸在網路上每天會出現約

一千首新古典詩，如有人要編一本「2012 古典詩」大全，將須收錄

三十餘萬首詩，新時代傳播媒體對為文為學的衝擊，由此可窺見一角。 

唐宋八大家之名在明末開始流行；「唐宋八大家，唐有韓柳，宋為歐

陽、三蘇和曾王」非因詩詞取勝，而以古文著稱。其中蘇軾和曾鞏為

歐陽修門生，其餘三人為其所提拔，所以歐陽修為有宋一代文宗，他

主張「文章不為空言，而期於有用」，尊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

道統，支持范仲淹推動政治革新，創作貫穿「文以載道、文以明道」

的精神，歐陽、三蘇和曾王各有風格，大部分是論政與論道的作品，

構成了北宋散文的繁榮景象。同時南宋散文發揚了北宋傳統，陸游、

辛棄疾等人的作品，強烈地展現現實主義和愛國精神。  

宋朝思想以理學或道學著稱，「宋史道學傳」曰 ：「道學之名，古

無是也。--孟子沒後無傳，至宋中葉，周敦頤乃得聖賢不傳之學，作

《太極圖說》，《通書》，推明陰陽五行之理，命於天而性於人者，

瞭若指掌。」《太極圖說》是儒道混合作品，主敬理論，淵出佛門，

朱熹將周敦頤列理學第一人，所以理學的產生是儒學受佛、道二家思



想的刺激與影響而來，故又稱「新儒學」；「程顥、程頤受業周氏，表

章《大學》、《中庸》，與《論語》、《孟子》立行」，倡「為天地

立心，為生民立命，為萬世開太平」的理學家張載雖為二程表舅，據

程式弟子言自認道學不及二程博大精深，但也有學者指出張與二程學

說有相當大的差異；宋室南渡後，朱熹得程氏正傳，「大體以格物致

知為先，明善誠身為要。」朱熹對韓愈、歐陽修扶持正學、不雜佛老，

很不以為然，對二蘇，尤其對蘇軾學問思想甚至書法多所非議；如蘇

軾「前赤壁賦」有云：「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

莫消長，」認為取自道家與佛家學說，而有語病，做了很嚴厲的批判；

古文派與理學派的互動，讓人大開眼界；朱熹將《論語》、《孟子》，《大

學》、《中庸》合訂為《四書》，而使《四書》的地位逐漸超越傳統儒

家的《五經》；元明清三朝，朱子學說在官方與民間都得到很高的肯

定，在中國儒學史上，有人認為朱熹理學的影響深遠，僅次於孔子。 

    本次會議，共邀請到 15 位台灣、大陸、美國、英國、加拿大與

日本新一代，具學術活力及研究創見的宋代領域研究學者發表論文，

除增進對國際間最新研究動態的瞭解，也希望藉此建立學者之間，以

及中文系與各個學術機構間實質而長久的交流互動關係。此外，本次

會議，還邀請在宋代研究領域具豐富國際漢學經驗的資深學者與會，

像是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的 Peter Bol（包弼德）教授、加州大學的

Michael Fuller 教授、日本關西大學的吾妻重二教授、台灣大學的

柯慶明教授、中研院的鍾彩鈞教授，以及我們清華大學歷史所的李弘

祺教授、中文系的蔡英俊教授和楊儒賓教授等，都是宋代研究領域的

專家。希望兩代學者，可以藉由實際的交流以及座談，瞭解彼此處境

以及交流經驗所曾遭遇的困難，並提出討論，共同思考新的交流模

式，以及解決問題的方式。 

 

    這麼多重要學者齊聚一堂，期望此次會議能在國際漢學研究領域

引起重視，此次會議也同時象徵著台灣、甚至國際宋代文學與思想研

究領域一個重要的里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