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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后期古文选本的“秦汉文”观及其科举转向

郑天熙

摘　 要：在复古思想活跃的明中期，秦汉文选本极少，万历以后才巨幅增长。这个错位现象久被忽略。复古派高视秦汉，
是精英阶层对当时文风、思想的反思，秦汉文选本则是举子教材，与科举教育密不可分。秦汉文选本与科举经历了从尖

锐对立到密切结合的转向过程，又因“正文体”的时代责任与举子的现实需要交织而具备不同的功能，发生了从“崇古”

到“重文”的嬗变。选本的“秦汉文”观，为我们观察精英阶层文学思想如何渗透进举子教育及其差异性呈现与功能嬗变

提供了极佳的窗口。以具有“家族相似性”的选本群为对象，历时地考察选本文学观念的演进、功能的嬗变，有利于突破

个案式研究的局限，发掘古文选本的文学思想史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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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后期古文选本的“秦汉文”观及其科举转向

　 　 前后七子掀起的复古运动，是明代文学史的重大事
件。七子派“文必秦汉”的标志性话语及其巨大的影响

力，使先秦两汉古文在明代深入人心。然而在复古运动

高涨的弘、正、嘉时期，秦汉文选本并不多见，万历以后，

则如雨后春笋，蔚为大观，即使在万历中期以公安派为首

的性灵学说昌盛、模拟秦汉备受唾弃之时，秦汉文选本的

刊印仍未消歇，并延续至启祯时期。这一现象本身就值

得我们思考：为何秦汉文选本的刊印热潮不在明中期而

在明后期？选本的秦汉文观具体为何？与七子派有何异

同？此外，秦汉文选本与科举联系甚密，如果考虑到前后

七子对八股文的逆反心理，秦汉文如何实现从排斥八股

到有资举业的转向（李迪南 １０３—１０８）？①其功能又发生
了怎样的嬗变？本文即尝试对这些问题作初步探究。

一、选本中的“秦汉文”观

明代古文选本体量巨大，是一部尚待深入挖掘的文

学文献。与前代相比，明代古文选本的发展新变之一，在

于围绕相似范围、主题赓续来编辑出版的选本族群。选

本族群内部各成员间，既有“家族相似性”，也有“相异

性”，历时性地观照某个主题的选本族群，可探究选本文

学观念的演进及功能的嬗变（郑天熙 ２８—３２）。明代的
秦汉文系列选本，即为典型的选本族群。根据笔者统计，

明代秦汉文选本有 ４６ 种，从时间分布来看，嘉靖 ５ 种，隆
庆 ２ 种，万历 ２０ 种，天启 ６ 种，崇祯 １３ 种。②秦汉文选本在
万历以后涨幅剧增，前后数量比例达 １：５． ６，又以万历朝
为最。

康海说：“夫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庶几其复

古耳。”（王九思 ２３０）李攀龙说：“盖文自西京以下，诗自天
宝以下，若为其毫素污者，辄不忍为也。”（李攀龙 ６８５）复
古派将古文取法范围限定在先秦两汉，秦汉并举，不包含

东汉，而秦汉文选本相对自由，有只收先秦的，如钟惺《周

文归》、李国祥《春秋战国文选》；有只收汉文的，如卫勋《两

汉文选》、陈仁锡《两汉奇钞》、吴尚俭《西汉文粹》、申用嘉

《西汉文苑》；有先秦两汉倶收的，这类选本数量最多，如胡

缵宗《秦汉文》、尤瑛《周秦两汉文选》、冯有翼《秦汉文钞》、

陈继儒《秦汉文隽》、倪云璐《秦汉文尤》、王锡爵《先秦两汉

文彀》、张以诚《秦汉狐白》等；还有从先秦选到魏晋六朝

的，如张运泰、余元熹《汉魏名文乘》，王之纲《秦汉魏晋近

古文选》，王衡《秦汉六朝人文选玉》等。

明代选家对先秦两汉文各有偏爱，顾锡畴《周文归

序》：“惟周郁郁称最盛，夏商以前不得称盛者，朴太盛，结

啬未华也；秦汉以后不得称盛者，朴太漓，澌尽弃余也。”

（钟惺 ２）推崇《檀弓》《国语》等周文之“朴”，恰到好处，
秦汉后世“非逊其文，逊其朴耳”（钟惺 ５）。吴尚俭《西汉
文粹》序则盛赞西汉文：“三代而下，文章之美莫尚于汉之

西京。”（吴尚俭 １）西京诏令制册之文“深厚尔雅，得王言

之体”，“尤非区区沿袭剽贼者比”（１）。卫勋《两汉文选》

凡例也说：“文章之美莫胜于汉，而其章奏书疏、论颂书

赋，情词博雅，雄浑辨丽，未始不由崇文之化。”（卫勋，“凡

例”１）兼收先秦两汉文的选本，具体选文情况如何？有
哪些侧重？我们以 １５ 种选本为统计对象，列表如下。

刊刻

时间
春秋战国楚辞西汉东汉

魏晋

六朝

选文

总计

胡缵宗《秦

汉文》

嘉靖

三年
０ ２０ ３ ９２ ５ ０ １２０

董旦《秦汉

文》

万历

元年
０ ５３ ０ ７７ ６６ ０ １９６

冯有翼《秦

汉文钞》

万历

十一年
０ ３１ ３ ８９ ３５ ０ １５８

王锡爵《先秦

两汉文彀》

万历

十八年
７２ ２９ ３ １０１ ２２ ０ ２２７

张以诚《秦

汉狐白》

万历三

十三年
０ ９ ３ ４６ １７ ０ ７５

王衡《秦汉

人文选玉》

万历三

十七年
０ ２６ ０ １１０ ４６ ２８ ２１０

汪道昆《秦

汉六朝文》

万历

年间
０ ５２ ３ １１４ ３１ ５１ ２５１

闵迈德《秦

汉文钞》

万历四

十八年
０ ２７ ３ ５６ １６ ０ １０２

陈继儒《秦

汉文隽》

天启

年间
０ ２５ ３ ６３ １１ ０ １０２

陈继儒《先秦

两汉文脍》

天启

六年
０ ４８ ３ ６３ ３４ ０ １４８

许捷《秦汉

文准》

崇祯

三年
０ １８ ３ ８６ ３２ ０ １３９

顾锡畴《秦

汉鸿文》

崇祯

六年
０ ７３ ３ ３０５ ６５ ０ ４４６

钟惺《秦汉

文怀》

崇祯

六年
０ ９０ ３ １４０ ８４ ０ ３１７

张溥《秦汉

文范》

崇祯

十四年
０ ４１ ３ ８０ ４０ ０ １６４

倪云璐《秦

汉文尤》

崇祯

十七年
０ ３５ ３ ９７ ４７ ０ １８２

　 　 从上表可以看到，秦汉文选本先秦时段主要选战国
作品，极少选《左传》《国语》，这表明：第一，明代“秦汉”

文选本上限通常在战国。专选先秦时段的如钟惺《周文

归》、李国祥《春秋战国文选》、姚三才《春秋战国文选》

等，都包含春秋时期，而选本一旦名以“秦汉”，上限则多

设定为战国。第二，楚辞中，屈原《卜居》《渔父》、宋玉

《对楚王问》入选频次极高，楚辞或不选，选即此三篇，且

通常排在首位，如冯有翼、闵迈德《秦汉文钞》，陈继儒《秦

汉文隽》，倪云璐《秦汉文尤》等，其余选本即使不列冠首，

排位也很靠前，说明选家对三篇楚辞作品情有独钟。评

点多着手于章法结构，引导读者向楚辞学习写作技法。

第三，秦汉文选本的下限常在东汉，多以诸葛亮《出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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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作结。汉代文，西汉多于东汉，后者亦有一定数量，与

李攀龙严守西汉下限有所不同。两汉文章多选自《史记》

《汉书》，以诏、论、书、疏、策、颂、议、表、奏等文体为主，有

些选本则按本纪、世家、列传、年表、月表分类。

从篇目来看，先秦选文集中于《战国策》，这与其书在

明代地位提升及文章学价值有关。曾巩以反面教材视

之，方孝孺也站在“合乎道”的立场，严厉批评策士背弃仁

义的功利之举，否定其文辞，因而《战国策》在明初并不盛

行（方孝孺 １３５）。转折出现在弘治时，李梦阳为重刻《战
国策》作序，指出《策》有“四尚”———“录往者，迹其事；考

世者，证其变；攻文者，模其辞；好谋者，袭其智”（李梦阳

１６５３），肯定其文献、文辞与思想价值。由此《战国策》即
开始“始显”“再显”“愈显”的提升过程（黄宗羲辑 ６３）。
陈继儒亦主张“顾用之何如耳。用而不善，则神奇化为臭

腐，［……］用之而善，则销矿而为金”（贺复征编，第 １４０５
册 ５５２）。对“用”的强调，将评判标准从固定不变的“道”
转移至主体之具体实践，巧妙地避开对其离经叛道的指

责，而对文章艺术的青睐，则为《战国策》入选铺开道路。

明人对《战国策》的态度通常是“取其文，勿以其意”

（张国玺　 刘一相，第 １ 册 ４８）。陈子龙说《策》为儒者深
恶不道，“特以玮文雄辩，取重于操觚之家”（陈子龙

７１３）。《历代名文通考》虽批评《策》“背于先王之理道”，
但深许文辞之工，“其史氏之综轴而文家之机颖乎”（施凤

来，三卷 １）。部分选本还为《战国策》的思想辩护。戴文
光《必有斋战国策选标释序》顺应晚明“好货好色”的思

想，指出《战国策》追逐功利，是人情的正常状态，完全去

欲逆情，如同“木人随线”“五色无主”，于是战国策士为私

利而游说论辩，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是对《战国策》思

想不合儒家正统的正面回应（戴文光辑 ５）。《张陆二先
生批评战国策抄》王篆序更言《战国策》可助格物，不能律

以孔孟之道，阮宗孔后跋对说辞艺术评价甚高：“其体简，

其意沉，其讽喻微婉，而解纷纾急，转移在剽忽间，其陈说

利害，攭攭如队列棋布。”（张居正 　 陆深评 　 阮宗孔删
注，“后跋”２）

经思想辩护与文辞提倡，《战国策》得以普及于选本，

秦汉文选本多取《战国策》，是因为其有利于科举。《秦汉

文钞》评《鲁共公酒味色论》：“谏文直锐，议论雄伟，引证

典雅，句句着意，无一字艰涩，亦秦汉文之最切举子业

者。”（冯有翼辑，《秦汉文钞》２５９）显然，秦汉文选本有明
确的阅读群体与编辑意图，那就是为举子提供时文指导。

秦汉文被作为时文重要的学习对象，选本有强烈的教材

功能。然而问题在于：秦汉文不是一开始就与举业结合，

那么，它是如何实现“科举转向”的呢？这一转向是否促

成了秦汉文选本在晚明的刊行热潮？

二、从对立到结合：秦汉文的科举转向

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在明中期力倡先秦两汉文，

以其朴实精简的特点，反对台阁文人主导的冗沓疲软的

文风，在思想上，批评载道明理的宋学。
③“弘治间，李公梦

阳以命世雄才，洞视元古，［……］乃与姑苏徐祯卿、信阳

何景明，作为古文辞，以荡涤南宋、胡元之陋。”（李贽

６０３）而当时文权在握的台阁文人宗尚平缓的欧曾文，反
对宋学与反对宋文遂为一体之事。另一方面，科举时文

作为考试文体，必然要求贯彻意识形态，尤其是首场解释

《四书》《五经》的八股文，必须依据程朱等理学家注疏。

在举子教育领域，除了程朱注疏等读物外，所学也以宋文

为主，“天顺间，晚宋文字盛行于时，如《论学绳尺》之类，

士子翕然宗之，文遂一变”（黄佐，第 ５９６ 册 １０１０）。甚至
唯宋人是从，以宋人是非为是非，“宋人之语录，今人以为

举业之髓；宋人以《左》《国》为衰世之文，今人偶及其句，

以为大禁”（张明弼辑 １）。明代前期，秦汉文与宋文、宋
学处于对立的两极，前七子为秦汉文摇旗呐喊，就是对宋

型文化（包括以程朱为考试内容的八股）的排斥。已有学

者指出：“前七子文学意义上的复古，乃是当时文士中对

八股文的逆反心理的反映。”（陈书录 １８９）这决定其不可
能在举子教育上过多用心，不会倾力于秦汉文的编辑，故

明中期作为举子教材的秦汉文选本极少。

李何等人的复古运动，还带有向台阁文人争夺话语

权的政治目的。浮软文风为台阁文人主导而波及主流文

化圈，泛滥于包括行政公文写作在内的整个精英书写活

动。“近来章奏，日趋浮泛，铺缀连牍，徒烦圣览。”（余继

登 ３３７）李何抵制这种文风，即有向主流文化挑战的姿
态，文风对立的背后，是初涉政坛的郎署官员与年长权高

的台阁大佬之间的权力争夺（安家琪 ９２—１０１）。因此七
子关于秦汉文的口号更多的是一种针对精英阶层建构的

话语策略，不会专注于举子群体。“他们所掀起的文学复

古运动虽然震烁文坛，但对制义的影响竟然很小。”（高寿

仙 １３３）李何在弘治间力主秦汉，强化了明初以来的复古
意识，使秦汉文获得崇高地位，“能为古文辞”成为普遍的

正面评价，但前七子复古运动将秦汉文视为宋型文化的

对立物，所攻击的是弥漫在精英阶层的靡丽萎弱的书写

风格，并有政治斗争的因素，这些都不利于秦汉文与举子

教育的联结，它转向科举，有赖于时文的变化。

时文宗经明道的要求在明中期开始松动，不遵程朱

的现象比比皆是，心学、禅学及诸子百家杂入时文，时文

日趋奇异诡诞。嘉靖元年曾下旨：“近年士习多诡异，文

辞务艰险，所伤治化不浅。自今教人取士，一依程朱之

言，不许妄为叛道不经之书，私自传刻，以误正学。”（陈文

新　 何坤翁　 赵伯陶主撰 １５４３）徐显卿说：“今士子所业
者，久已离去本根，习为怪诞，其诘屈似深，其虚空似雅，

其诡谲似奇，其剿袭似实。”（张萱 ２２６）而思想的越轨是
与时文文体、文章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从层出不穷的

“正文体议”可以看到，时文体式亦积弊重重，朱国祚指出

今之文有“夸”“怪”“巧”“冗”四病，其中，“雕镂刻画，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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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后期古文选本的“秦汉文”观及其科举转向

喉滞吻，以逞其工”为“巧”，是说时文过于雕琢，有伤大雅

（朱国祚 ２５）。拯救办法则是，思想上“令士以通经学古
为高”，文章“悉取大雅，勿使奇诡者”（李廷机 ２５）。前者
无非重申明道宗经的意识形态，而后者对时文“大雅”的

定位，使古文得以介入时文。自韩柳古文运动以来，先秦

两汉古朴典雅的散体文，被视为文章载道的典范，正好在

思想和文章两方面，都能救治时文之疾。
④
实际上，明代古

文选本大都是时文写作的教材，秦汉文因去古未远，更被

标榜。张溥《秦汉文范序》称秦汉文“犹不失经学之宗派，

子史之先声”（张溥 ５）。秦汉文以“正文体”的名义被引
进举子教育，引导时文古雅之风。

⑤
这是秦汉文进入时文

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不过，秦汉文毕竟距离明代千余年，文字、名物、风格

皆有巨大差异，且八股文有严格的体式规定，借法古文不

得不面临这一困境，以致有人认为二者应各行其是，互不

干扰，否则“古文妨业”。江盈科引王衡语：“时文中，只宜

入时文调，用古文，虽极好，亦非当行。”（转引自江盈科

８２２）汪道昆甚至被教导远离古文：“即属辞，一禀于古昔，
师弗善也，则以告家大夫：‘孺子嘐嘐而务多闻，将害正

业。’家大夫敬诺，箧中非博士业悉迁之。”（汪道昆，《太函

集》６９）古文怎样进入时文，还需要文本实践层面上的
探索。

直接引秦汉文句入八股，有割裂剽窃之弊。如同前

七子的文学创作，“一切袭取剿说，递相遁逃。即事与情

不协，变与时不通，境与词不比，亦不复能较矣。此其病

在矫枉之过，工于形似而失其真体也”（梅守箕 ３）。对如
何较好地运用秦汉文，明末艾南英有较多论述。他批评

时文对秦汉文“生吞活剥”之举：“夫真能为秦汉者，先辈

大家也。今不以先辈之浑雅高朴为深于古，而以近日之

生吞活剥为古，夫役古者役其神气而已，若直剥其句字，

使天下之人皆效之，有不共归于臭腐乎？”（艾南英，卷一

２５）

艾南英痛批时文“抄填”之习，反对在句字层面机械

套用秦汉文，提出“役其神气”的学习方法。虽然艾南英

没有正面描述“神气”，但不难理解，这并非句字抄袭，是

在熟读涵泳秦汉文章后，将其内在神韵气质揉进时文之

中。“至其［秦汉文］风度韵格、驰骤跌宕、变化离合之微，

非得其神者又无由而至。”（艾南英，卷一 １０）由于这需要
长时间熏习，不能速成，多数举子仍然直抄秦汉文，艾南

英斥之为“庸腐”“臭腐”：“制举业之道与古文常相表里，

学者之患不能以古文为时文，［……］好夸大而剽猎浮华

以为古，其弊亦归于庸腐。”（卷三 ３４）“［时文］效之而不
得其源，掇拾饾饤，浮诞成风，非魑魅魍魉之谈，则臭腐而

不可读。”（４７）时文如何才能“得其源”？应该传其“神”：
“学之博者每至举子业而穷，何也？彼其所传者，古人之

神也。［……］而性灵之妙至蹈袭古人一句一字而不可。”

（卷二 ２９）

主张学习秦汉文之神而反对机械剽袭者，并非艾南

英一家，早在唐宋派归有光、茅坤那里，就已言及。唐宋

派诸子心学色彩浓厚，归有光认为“夫圣人之道，其迹载

于六经，其本具于吾心”（归有光，《示徐生书》１３）。而
“科举之所为式者，要不违于经”（《送国子助教徐先生

序》１８）。所以茅坤说：“举子业亦当以炼心为案，吾辈能
炼其心如百炼之金之在冶，斯之谓自得而资深逢原也。”

（茅坤，卷六 ５４１）茅坤强调举业“炼心”，主张举子“返之
神与骨而求其至”（茅坤，卷三十一 １３３）。神骨是时文得
古调的关键。茅坤关心举业教育，在《文诀五条训缙儿

辈》第三条“调格”中，他开示的方法是：“吾为举业往往以

古调行今文，［……］个中风味，须于六经及先秦两汉书疏

与韩苏诸大家之文，涵濡磅礴于胸中，将吾所为文打得一

片凑泊处，则格自高古典雅。”（茅坤，卷三十二 １５１）而古
调运用到极致，是“凝神”，“凝神者，文章中渊然之光，窅

然之思，［……］即之不可得，而味之又无穷者也”（１５１）。
臻达此境，古往今来一切文章，都可助于笔下。神用无穷

的获得，是由“涵濡”古文而来，只有长时间的默识浸润，

烂熟于胸，才能与时文神契，化古文之神入时文。

茅坤、艾南英主张熟识秦汉文，得其神气，以古文之

神写时文，而非僵化套用。应该说，这是秦汉文助益时文

较为合理的方式，影响了秦汉文选本的编辑。王廷榦为

董旦所辑《秦汉文》作序称：“文非古不传，而为文者必以

古为准也。说者谓古文体制整严，章法精粹，直写情愫，

善寻物理，变化离合，不可名状。学者必会其圆神，悟其

旨趣，庶骎骎焉有迈古之思。若徒藉格袭词，犹之临画本

摹法帖，玄旨正论不可几也。”（董旦辑，“序”２—３）
为文“必以古为准”，是说古文对于时文的典范价值，

而“不可名状”，则指出古文与时文在文本层面的差距，

“会其圆神，悟其旨趣”，即是与茅、艾一致的习古之法，讲

究神韵方面的体悟，不可剿袭字句。以内在“神气”沟通

秦汉文与时文，而不是外在形式，消除了古文在指导举业

方面的隔阂，八股写作可以无碍地汲取古文的典范资源。

周子文《周秦两汉文选序》即以亲身经历为例，表达了这

一认识上的转变。他幼时承父师之教，“案头非经生言悉

迁去”（尤瑛辑，“周子文序”１），后来接触先秦两汉文章，
“涵泳优游，稍自神解”（２），才体悟到古文“无妨于经生
也”（４）。时文取法秦汉，激活了秦汉文的科举参考价值，

秦汉文选本作为教材在举子阶层中流行开来。

李何等人力倡复古，但秦汉文并没有普及到举子阶

层，反而处在与时文对立的一端。直到时文在明中后期

弊病日积，识者希冀以古文匡正之，进而在文本操作层

面，引发摹拟字句与得其神气两种习古之法的讨论，秦汉

文才逐渐转向科举，成为时文写作的范本。“神气”贯通

是秦汉文与时文二者恰当的结合方式，但达到此境的时

间成本太高，欲以举业速图富贵的晚明士子很少力行，剿

袭之风亦盛行不衰。
⑥
而无论是一直存在的摹拟，还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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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主张的神气，都表明秦汉文为举子所需，这就是秦汉文

选本在万历以后数量激增的原因。可见，尽管都指向先

秦两汉作品，但复古派的“文必秦汉”与选本中的“秦汉

文”，在目的定位与适用界域上已有不小的差异：前者为

扫除靡软文风提供借鉴对象，针对的是精英阶层的整体

书写趋向与思想宗尚；后者为时文写作提供典范，针对的

是举子阶层的科举教育与时文写作。

三、从“崇古”到“重文”：秦汉文的功能嬗变

秦汉文转向举子阶层，成为举业教育的重要资源，而

编辑选本一方面有救弊振衰的意图，以秦汉文之古雅浑

厚，扭转时文奇诡雕刻之风；另一方面，也有迎合举子，快

速提高其时文写作能力的目的，后者更直接与商业盈利

挂钩。因此，秦汉文选本对时文的联结，不可避免有匡正

文体与迎合服务两种功能的矛盾交织，前者，与时文是规

导式的联结，有规正、训导的教化姿态，给予秦汉文极高

的价值尊崇，以秦汉文最为近古，“古”也并非仅局限于文

章，而是秦汉时期整体人文精神，倡导举子学秦汉，就有

以秦汉之古朴质实拯治空疏浮靡之士风、学风的意义在

内；后者，以举子需要为主，重在提供写作上的技法分析

与要领，以是否有资举业为选文、评文标准，“古”被窄化

为文章风格，而淡化、忽略思想意涵。与时文的这两种联

结方式，选本或偏于一端，或二者兼具，从而呈现出“崇

古”与“重文”的不同功能。历时地来看，科举教育中的秦

汉文选本族群，经历了从“崇古”到“重文”的嬗变趋势。

刊于嘉靖三年，在嘉靖年间被屡屡重刊的胡缵宗《秦

汉文》是典型的“崇古”选本。
⑦
胡缵宗（１４８０—１５６０ 年），

字孝思，又字世甫，号可泉，亦号鸟鼠山人，明陕西巩昌府

秦州（今天水）秦安人。胡缵宗在弘治十五年（１５０２ 年）
陕西乡试中举，入京师国子监，与李梦阳、何景明、康海、

王九思、吕柟、马理等复古派人士往来密切，深受复古思

想影响，积极支持秦汉文运动。与李何不同的是，胡缵宗

没有局限于精英阶层的话语构建，而是有感于举子不读

古文的现状（胡缵宗辑 ３），将秦汉文输送进举子教育，促
使其与时文的结合。他编辑的选本即有浓厚的尊古复古

倾向。

夫伏羲之文，其卦爻乎；黄帝之文，其律吕

乎；唐虞夏商周之文，其典谟训诰乎，其彖象乎，

其风雅颂乎，然皆圣人之言也，经也。下此则

《左传》矣，《国语》矣，是贤人之言也，传也。下

此而辞近古者，其惟秦乎，其惟西汉乎。东汉魏

而下，文非不多，非不工，其气渐漓，其体渐衰，

其辞旨已不得与西汉并，况秦乎？故秦汉之时，

譬之岁焉，其犹春乎，譬之日焉，其犹寅乎，故其

文彬彬焉，浑浑焉，玩而绎之，其大羹玄酒乎，其

椎轮增冰乎，其《咸》《英》《韶濩》乎，其泰山乔

岳乎。其斯以为文乎，虽未敢比经，视传奚愧

焉。（胡瓒宗辑，“自序”１—２）

胡缵宗是在历史序列中论述秦汉文价值的，三皇五

帝时为圣人之言，为经；春秋时《左》《国》为传，之后的近

古者，是秦到西汉之文，东汉而下则气漓体衰。也就是

说，先秦到西汉之文之所以被认可，是承续此前圣经贤传

的传统而未断，得此前古朴浑厚之气而未散，东汉以后文

之所以被低视，是因为与经传系统及古朴之气断裂。秦

汉文不能比肩经典，但并列于贤传，更与东汉以下之文有

质的区别。同时，胡氏推重秦汉，也包含对充盈着浑朴之

气的秦汉人文风貌的向往，秦汉之时如岁之春、日之寅，

生机腾跃，元气饱满。故而选本对举子有更为深远的意

义设定：不光要学习古雅的秦汉文，还要复其古朴的人文

精神，后者也许更为重要。这一超乎文章写作以外的道

德教化旨意，充分体现在胡氏的具体选文与范围上。

尽管初刻本与重刻本在篇数上略有差异，但主体仍

是诏、论、疏、策等行政文。
⑧
其中，选文最多的文体，是诏，

共 ３７ 篇，接近总篇数的三分之一。⑨这些诏文皆出自两
汉，显示出胡氏对汉诏的崇尚及对汉代政风的追念。《秦

汉文》以五篇秦石刻铭文冠首，铭文与时文在文体形式上

距离较远，从时文写作的角度看，并无过多参考价值，胡

氏却将之列于冠首，可见并不关心时文技法，而是教化举

子体会秦汉古朴之气并落实在当下，救治奇诡轻浮的时

疾。此外，胡缵宗还严守选文范围，重点在先秦与西汉，

东汉只有 ６ 篇，汉代以后不再入选。

由于崇尚秦汉之古，胡缵宗甚至拒斥对秦汉文的文

法解析。他说：“其以文有关键，有诀，有小心放胆，有警

句奇字者可以免矣。”（胡瓒宗辑，“自序”２）这里提到了
南宋三部著名的古文选本：吕祖谦《古文关键》、楼昉《崇

古文诀》、谢枋得《文章轨范》。它们都有分析古文章法句

法字法的评语，《文章轨范》更以区分放胆文、小心文以开

示学文次第为特色。
⑩
或许胡氏以为句解字析会破坏秦汉

文的浑全古朴，使举子陷入文法，一叶障目，妨碍对典雅

浑厚之气的体悟。然而，这一点并没有为后来大多数秦

汉文选本继承。

《秦汉文》较早将秦汉文引向举业，但如上所述，选本

更着力于教化举子回归秦汉古朴之风，并不侧重示范具

体的写作技法。高调倡古的姿态，忽略举子的现实需要，

拒绝文法解析，更提高举子学习难度，使秦汉文难以在文

本实践层面上真正走进时文。后来的选本，遂放下身段，

转而向举子需求靠拢，在先秦两汉之时限、选文标准，以

及点评等方面，都有突破胡氏处。

首先是时限的扩展。嘉靖二十四年佘震启、郑玄抚

辑《秦汉魏晋文选》，虽然仍主秦汉近古之见，但选文下限

已不拘胡缵宗之设，而扩展至魏晋，“自是变而之魏，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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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晋，虽声华规制渐不古若，然去秦汉之世亦未甚远也，

而徐、吴、曹、陈为之倡，嵇、阮、刘、陆之徒从而继之，后先

辉映，彬彬乎，粲粲乎，各以追踪两京。其浑厚和平之气

象，仿佛于人目者，至是未尽泯焉”（郑玄抚 ６）。魏晋文
在胡缵宗那里是“气漓体衰”的，现在却能“追踪两京”，可

以附于秦汉文之后。浑厚之气在何时漓散，或许见仁见

智，
瑏瑡
但魏晋文的增入，已然打破胡氏固守的先秦西汉，网

罗进更多的优秀古文，拓宽了举子的学习范围。

《秦汉魏晋文选》对六朝文批评甚猛，
瑏瑢
到了万历年

间，汪道昆辑《秦汉六朝文》，这一态度有所扭转，选文下

限继续延长。值得注意的是，《秦汉六朝文》没有采取是

否“近古”为六朝文正名，而是肯定各时段文章的独特处。

承认秦汉近古，并不代表否定其他不“近古”的文章。在

描述先秦、西汉、东汉与六朝之文各自的特色后，俞王言

以用兵为譬，兵有合用，有分用，视情况不同而定，文章亦

如此。“故语两汉于先秦之时，则劳逸不敌矣；语六朝于

两汉之时，则勇怯不敌矣。要以时合而分，时分而合，则

彼湛为茂实，此亦浮为英华；彼有境必穷，此亦有貌必肖，

［……］惟善用兵者之简阅焉。”（汪道昆，“俞王言序”；

《秦汉六朝文十卷》３）
不同时代的文章，不能相提并论，作者可根据实际选

择合适的借鉴对象，无论“茂实”“英华”，抑或“穷境”“肖

貌”，都各有所用。这样的论证，为六朝文大开方便之门，

“奚尊夫秦汉而卑夫六朝”（汪道昆，“俞王言序”；《秦汉

六朝文十卷》５）。六朝文讲究骈对偶俪，与秦汉文的单
行散体差异甚大，为何要在秦汉文选本中扩充六朝文？

联系到晚明时文普遍的六朝之习就不难获知，这是顺从

举子潮流所作的调整。
瑏瑣
明后期古文选本转向科举，不断

改变来自精英阶层的复古观，使之适应举子现实情况。

在这个过程中，以尊古复古来教化举子的意图，逐渐倾斜

至为逐利而服务、迎合他们的写作好尚。

第二，除了范围上的扩展，选本转向“重文”，还导致

选文标准的变动。胡缵宗《秦汉文》“艳于辞，畔于道者刬

去”（胡瓒宗辑 １１），万历四十八年闵迈德在冯有翼基础
上重编《秦汉文钞》，臧懋循序则称“语不必尽宗孔孟，言

不必尽宗六经，纵横游说，即伏阙上书，纵横游说，皆万古

之龟鉴，举业之要领”（冯有翼，“臧懋循序”；《秦汉文钞

六卷》５—６）。明确表示思想不必尽合正统，能不能为时
文写作提供切实的帮助，才是首要问题，选本越来越服务

于时文，思想教化退居其次。这在万历十一年冯有翼《秦

汉文钞》初编中已有所体现。它的评语处处从举子出发，

授人关窍，实用性突出。即使于儒家道义有所亏欠，也取

其文章。如评《答苏武书》：“此书意多谬妄，咸谓非陵所

作，余独取之者，特以其辞气劲健而颇有怀故之情焉耳。”

（冯有翼辑，《秦汉文钞》３９８）对李陵“汉亦负德”的埋
怨，评者并不认同，却欣赏其文刚健深情。枚乘《七发》

“于义理未深”，而“辞复艳丽充畅，信汉文之巨擘”

（３５５）。
第三，胡缵宗拒绝评点秦汉文，此后的选本，往往有

大量评点，帮助举子理解文章。特别是在章法句法字法

等结构形式方面，着笔犹多，侧重提示写作门径，突出选

文的文章学价值。此类评语在秦汉文选本中俯拾即是，

试举数例：

冯有翼《秦汉文钞》评《武帝下州郡求贤诏》：“只寥

寥数语，而起伏得体，开合有法。”（冯有翼辑，《秦汉文钞》

３０６）闵迈德重编《秦汉文钞》评《陈政事疏》：“章法变换，
句法豪古，字法庄重。”（冯有翼，《秦汉文钞六卷》卷二

３５）倪元璐《秦汉文定》评《说难》：“此篇以知难为主，先
以三非字反说引起，得法。”（倪元璐辑，卷二 ４４）

对于结构布置、章句设计的评语，意在分析写作技法

以指导举子。评者不否认秦汉文“不加雕琢，结构气浑力

厚”，却对解剖行文方式有极大兴趣（顾锡畴辑 １９９）。
“古”之意涵指向，由整体人文精神转而集中于文章风格，

对如何安排行文以达到“古”风的方法论分析也盛行起

来。文法点评的普及，使胡缵宗式的带有士风教化意味

的“崇古”选本，嬗变为指授如何迅速写出“古”风时文的

文章学教材。后者的商业逻辑、实用目的和技法关注，强

力挤压着选本在士风教化、文体匡正方面的规导功能。
瑏瑤

“重文”的选本，在选文范围、标准、点评上较“崇古”

选本有明显差异，这一嬗变也使选本与举子教育结合得

更加紧密，成为举子知识储备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故影

响其编辑、出版的因素，更多是举子阶层的实际需要，而

非精英阶层的文学思想。所以，即使万历中期以公安派

为主的性灵学说大行，精英士人纷纷抛弃摹古，独抒性

灵，而举子仍要学习秦汉文，选本的刊行也未消歇，来自

精英阶层的性灵说没有根本上冲击到作为举子教材的秦

汉文选本。当然，性灵说也影响了部分选本对秦汉文的

理解。除前文提到的王廷榦《秦汉文序》反对剽袭外，汪

道昆《秦汉六朝文》凡例也说：“采其气机流溢，神采焕发

者。”（汪道昆，“凡例”；《秦汉六朝文十卷》６）讲究读者
与作者的心灵沟通。注重文章审美价值、主体心灵感受，

无疑是性灵说的特色，它使举子对秦汉文的接受方式有

所调整，但并未动摇举子对秦汉文的功利性需求。

结　 语

关于“秦汉文”观，过去的研究多集中于李何王李等

文坛精英人士，而在复古思想活跃的明中期，秦汉文选本

却极少，万历以后才巨幅增长。这个错位现象久被忽略。

复古派高视秦汉，是精英阶层对当时文风、思想的反思，

秦汉文选本则是举子教材，与科举教育密不可分。历时

地看，秦汉文以选本的形式进入科举教育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经历了从尖锐对立到密切结合的转向过程，这也正

是秦汉文逐渐下移至举子阶层，并成为其重要知识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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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转向科举的秦汉文选本，又因“正文体”的时代

责任与举子的现实需要交织而具备不同的功能，并发生

了从“崇古”到“重文”的嬗变，在选文范围、标准和评点方

面均有不同。选本的“秦汉文”观，为我们观察精英阶层

文学思想如何渗透进举子教育及其差异性呈现，探究秦

汉文在举子教育中的功能嬗变提供了极佳的窗口。以具

有“家族相似性”的选本族群为对象，历时地考察选本文

学观念的演进、功能的嬗变，并将之纳入主流文学发展史

予以参照对比，有利于突破个案式研究的局限，从动态视

角发掘古文选本的文学思想史之维。

注释［Ｎｏｔｅｓ］

① 该文提到，“文必秦汉”说与八股文的互动研究成果
较少。

② 无法确定具体刊刻年代的，以选家或序家卒年（取二者
之前）为选本刊行下限。

③ 关于此点，黄卓越《明中后期文学思想研究》、罗宗强
《明代文学思想史》、夏咸淳《明代学术思潮与文学流变》、

郑利华《前后七子研究》等都有论及。

④ 更多时候，古文进入时文，主要是文章方面的借鉴。何
况在李梦阳等人那里，秦汉文（古文）就是作为说理为主

的宋型文字的对立物而被倡扬的。

⑤ 古文进入时文，早在成化年间的吴宽即有倡导。吴宽
说：“故为古文词而不治经学，于理也必阂；为举子业而不

习古作，于文也不扬。二者实相为用者也。”（吴宽 ３８１）

弘治十八年进士张邦奇也说：“作文之法，本之五经四书，

参之《左氏》《公》《谷》、先秦两汉、《文章正宗》、韩柳欧苏

集，及取弘治初年以来会试两畿程文之佳者为法。”（张邦

奇 ２７１）此处是在强调，明中期以后，古文入时文，更有疗
治时文文体弊病之用，因此更具现实意义。

⑥ 艾南英也说过，在八股文中注入古文之神，是不容易
的，但他坚持这才是时文写作正确的道路。“况于制举艺

限以题旨，拘以排股，而欲于其中行以《史》《汉》之神，可

谓难矣，文必如是乃为古耳。”（艾南英，卷五 １０）
⑦ 胡缵宗《秦汉文》最早于嘉靖三年刊刻，有胡缵宗鸟鼠
山房刻本（四卷）、吴郡汤氏刻本（八卷）、灜海赵一中校刻

本（四卷），还有嘉靖十一年张舜元刻本（四卷）、嘉靖二十

年前汝藩府刻本（卷数、年代不详）、嘉靖二十二年程良锡

刻本（八卷）、嘉靖三十四年金陵双桥全氏刻本（八卷）。

⑧ 初刻本有 １２０ 篇，嘉靖二十二年程良锡刻本有 １００ 篇。
相比初刻少了 ２１ 篇，增补 １ 篇。所缺篇目为：《泰山刻石
铭》《之罘山刻石铭》《琅琊台刻石铭》《幸臣论》《酒味色

论》《说商君说》《卜居》《渔父》《说顷襄王说》《说赵肃侯

说》《说齐宣王说》《见秦王说》《谏魏王书》《遗章邯书》

《说齐王说》《项羽论》《老子申韩论》《叙秦并天下》《说

难》《战国策序》《太仆箴》。增补篇目为《尚书序》。

⑨ 胡缵宗《秦汉文》所收文体有：石刻、辞赋、论、说、对、

表、书、诏、颂、箴、疏、策、奏、檄、传、封事、难、序、议。

⑩ “凡学文，初要胆大，终要心小，由粗入细，由俗入雅，由
繁入简，由豪荡入纯粹。”（谢枋得辑 ５４４）

瑏瑡 元气漓散与否，或跟文章整体风格是否浑朴有关，古雅
浑朴即有元气，雕琢骈对则元气漓散。但古代什么时候

开始舍浑朴而趋雕琢，就笔者所阅读到的材料来看，却不

完全一致。有说春秋战国元气已漓散的，《续文章轨范》

评《谏伐匈奴书》：“是汉初元气复还之作，非春秋战国元

气浇漓之余习也。”（邹守益辑，卷三 ７）有说东汉已漓散
的，如胡缵宗《秦汉文》（“自序”１）。有说魏晋仍未漓散
的，如佘震启、郑玄抚《秦汉魏晋文选》（６）。甚至同一篇
文章，不同评论者有说元气未漓，也有说已趋骈俪。《续

文章轨范百家评注》选《狱中上梁王书》，林次崖评语：“此

等文章自是元气未漓时人手作。”（邹守益辑，卷六 １３）胡
思泉评语：“此篇用事太多，而文亦侵趋于偶俪，盖其病

也。”（邹守益辑，卷六 １３）
瑏瑢 “庞俗浇而文教弛，驯至六朝，穷极五季。衔多售博者
浮诞而不经，掇英摛秀者空虚而不实，率情缘物者俚俗而

不华，刻意构形者卑削而不振。”（佘震启 郑玄抚辑 ６）

瑏瑣 “今之所谓古者，句必精俪，字必纤俊，此东汉末年至于
梁隋，陋习相仍之覆辙耳。”（艾南英，卷五 １０）

瑏瑤 这里之所以用“强力挤压”，而未描述成“完全取代”，
是因为晚明仍有坚持规导士风的选本。如张采《两汉文

选》（明崇祯间刻五云居印本），用意并非教授举子文章，

而是知悉历史、尊君贬乱，目的在文章之外。不过，总体

来看，秦汉文选本在晚明从“崇古”到“重文”的嬗变是主

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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