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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潜邸儒士与元代文学新变
!

任红敏

摘
!

要,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前的潜邸幕府%聚集了一批文人%形成了在元代政治和文化生

活中都具有突出地位和影响的潜邸儒士群体(他们的学术主张)文化主张)文学主张%影

响了有元一代的文化政策%元代的文化政策又主导或影响了元代文学的发展(不仅造成

元代文学的雅俗分流%带来了中国历史上文人的一次大分化%而且影响了元代科举政策(

元代文人更重视他们自身价值的实现%以纯文人的心态和眼光读书%从事诗文创作(幕府

文人推动儒学的传播和发展%并确立了儒学的主导地位%程朱之学成为官学(儒学与文学

的全面融合%使得元代文学思想产生了一系列新变%形成以儒学为精神底蕴的诗风文风(

同时%藩府文人集团是一个多种信仰并存的文人群体%多族文人互相学习和交流%构成多

族作家共同创造元代文学繁荣的局面%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对忽必烈等蒙古贵族产生影响%

使元代宗教政策具有宽容和含弘性的特征(元代的宗教特征决定了元代文坛特征%元代

文人对宗教观念的接受和认同%三教合一%释道文人化%进而影响了元代文学创作(

关键词,忽必烈潜邸/儒士/元代文化政策/文学走向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前的潜邸幕府%聚集了一批文人%形成了在元代政治和文化生活中

都具有突出地位和影响的潜邸儒士群体(忽必烈潜邸的用人导向与幕府文人的学术取

向%不仅带来了中国历史上文人的一次大分化%作家队伍雅俗分化与分流%也使得元代文

坛以独特格局与风貌出现在文学史上(忽必烈潜邸儒士对元代政体与法制等的推动与建

设%这些主要的社会重建问题影响着元代文人诗文的创作态度以及对诗文功用的理解%也

影响诗文发展的方向(可以说%忽必烈潜邸儒士的学术主张)文化主张)文学主张%影响了

有元一代的文化政策%元代的文化政策主导或影响着元代文学的发展(因而%要全面认识

元代文学的发展%应该了解潜邸文人如何为有元一代规划大政%研究这一文人群体及他们

的创作%这对于认识元代文坛%认识元代文学%都是很有必要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

所谓的元代文学%不仅仅是指被认为是元代文学代表的元曲%也不仅指传统的文学样式诗

文%而是指元代文学各体式)各部分总和的整体的元代文学(本文即拟从忽必烈幕府文人

与文化政策和文学走向关系的视角来探讨元代文学的发展%粗陈管见%以待引玉(

一)忽必烈潜邸幕府用人导向与元代文人的大分化

忽必烈幕府用人主要是以经济和义理之士为主%一般不任用辞章之士(首先%经济与

义理之士对学术的取向是尚实)尚用%在他们的影响之下%形成了以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

政权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用人倾向和学术倾向(其次%这些藩府文人也成为在元朝政

权之中独享政治权利与社会荣耀的政治精英%构成一股举足轻重的社会与文化力量%他们

活跃于元初政坛和文坛%影响着忽必烈统治时期的政治与文化%进而也影响了元初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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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也必然要影响元代学术与文学的发展及元代文人的人生价值取向%他们以义理之士和经济之士为

重%不愿以辞章之士自居(这当然以入仕文人为主%他们的人生价值取向%是以经济之才或义理之学示

人%诗文创作依然是他们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以馀力为诗文+%文学创作只是他们生活中的乐趣而

已(再者%蒙古统治者尚武轻文%他们对中原地区历代相沿的文治不了解%造成了元初北方一批词章之

士地位跌落%社会地位沉沦%造成了元代文人的大分化(可以说%忽必烈潜邸用人导向造成了元代文学

的雅俗分流%也带来了中国历史上文人的一次大分化%元代文学之大格局由此形成(

在元代%钟嗣成在&录鬼簿'中就已把文人分为了三类,*若以读万卷书%作三场文%占奎甲第者%世不

乏人(其或甘心岩壑%乐道守志者%亦多有之(但于学问之馀%事务之暇%心机灵变%世法通疏%移宫换

羽%搜奇索怪%而以文章为戏玩者%诚绝无而仅有也(+

"以读万卷书而科举入仕者与乐道守志而隐居岩

壑者%这两类是传统文士的人生选择%他们构成了元代文学史上的雅文学作者群(入仕的文人%能借仕

途实现其匡扶天下)修齐治平的政治抱负%他们虽然是*以馀力为诗文+%但依然是雅文学作者群构成的

重要部分(还有一部分即隐居岩壑者%虽然被抛出了社会主流%远离统治权利%社会地位已然是大大跌

落了%没有了富与贵%但人生不一定要治国平天下才有价值%他们还有*文+%*文+就是文人自身所具有的

优势(只不过他们淡化了与政治的依附关系%在动乱扰攘时代大潮的冲击之下全节远害归隐%或隐居教

授%或归隐田园%或隐于山林%或隐于释老%亦或隐于市井%*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

#

%他们依然

追求的是文人生活雅趣之乐%诗酒自娱本是文人的传统%以示无意于权势富贵%也是文士风流儒雅生活

的标志%正是他们所追求的人格的完整和精神的独立(

诗文创作依然是元代文学的主体部分%元代作家队伍以入仕文人和归隐山林田园之士的雅文学作

家为主%他们的文学创作依然是传统诗歌和文章(元欧阳玄在&罗舜美诗序'中这样评价本朝文章,*我

朝延以来%弥文日盛%京师诸名公%咸宗魏晋唐%一去宋金季世之弊%而趋于雅正(+

$在他看来%元代是

文章盛世%当时人们依然看重的是文章和诗(元代诗文别集数量是相当可观的%清人修&四库全书'%收

入元人别集
#%#

种%另存目
<*

种%

%而现存元人诗文集起码在
($"

种以上%散佚!含未见"

(!$

种(元代

诗文数量可观%质量也相当高(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编撰的
*#

册
#))"

卷&全元文'%收录元代
<!""

余

作者的文章
<$"""

多篇/杨镰主编
*)

册&全元诗'%收近
$"""

位元代诗人流传至今的约
#(

万首诗篇(由

此可知元代诗文作家的数量庞大%而曲家只有二百多人(元代雅俗文学的分流%仍是以雅文学为主体(

第三类*以文章为戏玩者+%是那部分具有文学素养的下层文士%绝大部分终身布衣%自称*浪子+

&

%

当他们从*救世行道+之士中分离出来%不再背负经世大业%形成了一个*浪子+文人群体%多投身于元杂

剧的创作%俗文学作家队伍由此而形成(当然%除*浪子+文人群体之外%元代还有一部分从雅文化群体

分离出来的下层士人%可称之为江湖游士群(因元前期不设科举%仕途逼仄%再加上*士失其守%反不如

农工商贾之定业+

!陆文圭,&吴县学田记'"

'

%为了谋生%一部分士人转向术士或相士%成为以相术谋生的江

湖游士%即*多以星命相卜%挟中朝尺书%奔走阃台郡县%糊口耳+

(

(这部分文人在元代人数较多%据刘

克庄&术者施元龙行卷'载,*挟术浪走四方者如麻粟+

*

(另有一部分因元代科举长期废止%要么为了生

计要么为了仕进求谒干进于权贵豪门)宗教宗师或蒙古色目近侍怯薛%或游者为道%或游者为利%以诗文

谋生的江湖诗人往往是*干求一二要路之书为介%谓之5阔匾6%副以诗篇%动辄数千缗)以至万缗+

+

%以

诗文兜售权豪势要以所得谢礼而谋求生存(从戴复古诗中,*七十老翁头雪白%落在江湖卖诗册(平生

知己管夷吾%得为万贡堂前客(嘲吟有罪遭天厄%谋归未办资身策(鸡林莫有买诗人%明日烦公问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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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

!&市舶提举管仲登饮于万贡堂有诗'"

"可以看到元代下层士人献诗于达官富户以获取生活资财的情形%

这也是当时江湖文人的一种普遍现象(这部分从士阶层中分化出来的江湖游士群%游谒于江湖以求生存(

元初北方那些既不能入仕从政又不甘于淡泊隐居只能走入市井谋生的才子文人%进入以市民为主

体的商业化文化娱乐市场%悠游于歌伎艺人之间%以从事杂剧和散曲创作为谋生之道%从而形成了元代

具有相当规模的俗文学作家队伍(元散曲家赵宏显#南吕0一枝花$&行乐'写到,*十年将黄卷习%半世

把红妆赡(向莺花场上走%将风月担儿拈(44醉醺醺过如李白%乐??胜似陶潜(春风和气咱独占(

朝云画栋%暮雨朱帘(狂朋怪友%舞妓歌姬(喜孜孜诗酒相兼%争知我愁寂寂闷似江淹(44栋梁才怎

受
,

钢剑2 经济手难拿桑木锨(堪笑多情老双渐%江洪茶价添(丑冯魁正?%见个年小的苏卿望风儿

闪(+

#足可见到*浪子+文人翕然而乐的生活%虽然十年苦读诗书%但半世以来肩负的却是*风月担+%行

走于*莺花场+%在舞妓歌姬风月场中消遣%诗酒忘忧(他们在市井这个文化空间%不受礼法与礼教在思

想上的管辖与束缚%摆脱男女之大防%创造了俗文学的辉煌%扎拉嘎说,*在元代之后%中国古代文学结构

进入到俗文学为主体的时代(+

$元杂剧的创作相当兴盛%以&全元戏曲'收录为据%则元代南戏和杂剧两

种类型的作品在
!""

种以上%

%其成就虽然不能和明清小说抗衡%但在俗文学发展史中%在小说戏曲发

展历程中%为明清小说戏曲的发展奠定了厚重的基石(元代戏曲作家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读书人群体%

钟嗣成&录鬼簿'收录的*浪子+文人...元杂剧作家群%如关汉卿)郑光祖一样硕果累累的*前辈已死名

公才人+且*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有
$*

人%一大批声名卓著的剧作家在元代出现(元代戏曲作家的人数

难以确计%以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所考订的元杂剧作家来看%其中有名有姓的剧作家已达百人(

元代文人选择了不同人生道路%也选择了不同的创作道路(由此%元代作家队伍分雅分俗(

二)幕府文人与元代科举及对文学的影响

忽必烈幕府的用人导向促成了*中统儒治+时期统治者任用经济)义理之士而不用或者少用词章之

士的用人政策%甚至影响了元代科举(

从相关资料看大多忽必烈幕府文人反对科举%实则他们并非反对科举%而是针对科举以辞赋文章取

士的方式(忽必烈统治时期%虽然多次有臣子上书要求开科取士%但终其忽必烈一朝始终未实施科举考

试(一是元统治者有自己的一套选拔和用人制度%用人重*根脚+%上层官僚一般由蒙古)色目*大根脚+

子弟充任%入主中原之后%即使沿袭中原传统的利用科举考试选拔人才方式%也需要一定时间来斟酌)内

化%二者幕府文人多反对以辞赋取士(忽必烈藩府重要谋臣刘秉忠%于海迷失后二年!

8!$"

"夏%向忽必

烈呈上*万言策+%谈到科举选才之事%建议重经义轻辞章%他说到,*开选择才%以经义为上%词赋论策次

之+

&刘秉忠的态度很明确(怀卫理学家郝经上书与杨奂论学%也认为,*自佛老盛而道之用杂%文章工

而到之用晦%科举立而士无自得之学%道入于无用(+

'认为科举妨碍实学%坚持着*不学无用学%不读非

圣书%不务边幅事%不作章句儒+

!&答冯文伯书'"

的观点(许衡对科举的态度%从耶律由尚为许衡所作的

&考岁略'中有一段记载也可看出,

庚申%上在正位宸极%应诏北行至上都(""问科举如何%日,*不能(+上曰,*卿言务实%科

举虚名诞%朕所不取(+

(

忽必烈治国以实用为根本%对宋金科举考试以辞赋为主要内容的取士之法缺少好感%务实的治国策

略使他认为*科举虚诞+%所以*不取+%非常认可许衡对科举的态度(至元二十一年!

#!)(

年"%他再次上

0

<!#

0

"

#

$

%

&

'

(

&戴复古全集校注'%吴茂云校注%中国文史出版社
!"")

年%第
!!

页(

张月中)王钢,&全元曲'上%中州古籍出版社
#44*

年%第
<"(*

页(

参见扎拉嘎,&游牧文化影响下中国文学在元代的历史变迁.兼论接受群体之结构变化与文学发展的关系'%载&文学遗产'

!""!

年第
!

期(

参见杨琳,&古典文献及其利用'%北京大学出版社
!"#"

年%第
#4"

页(

宋濂,&元史'%中华书局
#4%*

年%第
<*4"

页(

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二十四%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正德二年李翰刻本(

许衡,&鲁斋遗书'卷一十三%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万历二十四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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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议学校科举之法%罢诗赋)重经学%定为新制+

"

(提出科举应以经学为重%而罢黜诗赋取士(许衡不

赞成科举%幕府侍卫谋臣董文忠也不赞成科举%他一语道出忽必烈幕府君臣关于学术的普遍看法%是尚

实)尚用(据&董文忠神道碑'记载,*陛下每言,士不治经究心孔孟之道%而为赋诗%何关修身2 何益为

国2 由是海内之士%稍知从事实学(臣今所诵%皆孔孟言%乌知所谓道学哉2 而俗儒守亡国馀习%求售己

能%欲锢其说%恐非陛下上建皇极)下修人纪之赖也(+

#他不满士子赋诗赋空文%也是注重经世致用的实

学(他们不赞成科举的原因实则是对待经义之学与词章之学的态度%认为宋金科举所采用的诗赋取士

之法不妥%士子沉吟诗词歌赋%于经邦济世毫无用处%只会玩弄文字而于事无补(他们反对词赋取士%以

为词赋害理(忽必烈重视实用%他所需要的是能帮助他安邦定国的经济或义理之士%不是吟诗赋词歌功

颂德的风雅文士(

忽必烈藩府文人多处于元初政治的核心%很多国策的制定经由他们之手%自然他们的治国理念和方

针会影响元朝政策的制定和实行(

元代至仁宗时才正式下诏恢复科举(忽必烈*中统儒治+所形成的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倾向直

接影响了元代的科举制度%对此&元史'科目有明确记载,

至仁宗皇庆二年十月%中书省臣奏,*""夫取士之法%经学实修己治人之道%词赋乃詀章

绘句之学(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故士习浮华(今臣等所拟%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

用%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帝然之(

$

元代的科举政策导向非常明确%整个元代没有给辞章之士提供一条通过科举取得功名而致显达之

路(这也影响了元代论学论文尚实尚用的倾向%因此%造成了元代文人对诗文创作态度的转变(如藩府

理学家许衡文章风格深稳%含蓄舒缓%朴实清峻%而且颇具文采%是值得称赏的元初北方儒者之文风特

色(不过%许衡一生所致力的既非天理性命之奥%也不是以词采文章流芳百世%而是儒者以实干兴邦%不

尚空谈%他学术的基本精神就是重*践履+%即实践性%他所关注的就是经世致用%他认为,*学以躬行为

急%而不徒事乎语言文字之间/以致用为先%而不徒极乎性命之奥(+

%著意于*修齐治平之方%义利取舍

之分+

&

(许衡认为文士空谈于治国无用%对此%他有如下说辞,

唯仁者宜在高位%为政必以德(仁者心之德%谓此理得之于心也(后世以智术文才之士君

国子民%此等人岂可在君长之位2 纵文章如苏)黄%也服不得不识字人(有德则万人皆服%是万

人共尊者(非一艺一能服其同类者也(

'

按照许衡的说法%为政以德%有德才能赢得尊重%文高者未必德高(藩府儒臣郝经也非常重视文章

之*实用+%为此%针对当时文坛*事虚文而弃实用+浮华之风%写&文弊解'一文%文中强调,*事虚文而弃实

用%弊已久矣(+

(郝经特别强调文章质实朴素而切实用%摒弃浮华文风%他明确提出文章必须有实际的

内容,*天人之道%以实为用%有实则有文%未有文而无其实者也(+以实为用乃是正道%他坚决反对工巧而

无用之文%认为应该,*宜嘬六经之实%尽躬行之道%精百代之典%革虚文之弊%断作为之工%存心养性%磨

厉以须天下之清(+

*元代著名文臣王恽%善于文章写作%工诗词(王恽论文和许衡)郝经二人的表述和

观点非常相似%他强调有社会功用的文章才是好文章%君子所学也要致力于实用%注重文章的社会功利,

*君子之学%贵乎有用(不志于用%虽曰未学可也(+

!&南墉诸君会射序'"

+他认为文章以自得有用为主%必

须摒弃浮艳陈烂之风%需务实尚道义%理足而后词顺%*必需道义培植其根本%问学贮蓄其穰茹%有渊源%

精尚其辞体(为之不辍%务至于圆熟(以自得)有用为主%浮艳陈烂是去%方能造乎中和醇正之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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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红敏,忽必烈潜邸儒士与元代文学新变

安郭先生文集引'"

"程钜夫作为馆阁文臣%凡国家*累朝实录)诏制)典册纪之金石)垂之竹帛+多出自他

手%为元世祖忽必烈江南求贤%对元代文坛南北融合起到很重要的推动作用%不仅他所引荐的南方文士

多是能治国安邦的实干实用之才%而且他在创作理念上也认为文章必须有实用价值#

%其诗文创作风格

也体现了这一点%他对浮靡奢华的文风很是反感%推崇朴素平易%在&送黄济川序'中曾尖锐批评,*数十

年来士大夫以标致自高%以文雅相尚%无意乎事功之实%文儒轻介胄%高科厌州县%清流耻钱谷%滔滔晋清

谈之风%颓靡坏烂(+

$以虞集)揭斯)柳贯)欧阳玄等南方文士为主的奎章阁馆阁文人群体几乎牢笼了

元代诗文创作的所有大家%正值南北文风融合%即元代文人所描述大元*华夷一统+*海宇混一+的盛世时

期%他们文章创作也是本着服务于现实目的%*如实反映现实的传统创作精神%以实用为旨归%注重经史

意义的体现+

%的总体特征(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元代的入仕文人不喜欢被人以文学之士看待%诗文创作只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业

余爱好%一种生活享受%一种乐趣而已(如幕府谋臣刘秉忠诗文创作是*裁云镂月之章%阳春白雪之曲%

在公乃为余事+

!阎复&藏春集序'"

&

%宋濂%作为元末代表性的文章家%虽好著文%但如若别人把他看做美

词章的文人%则勃然大怒%曰,*吾文人乎哉3 天地之理欲穷之而未尽也%圣贤之道欲凝之而未成也%吾文

人乎哉3+

!&白牛生传'"

'以发扬圣贤之道为己任(由此%元代不再区分道学家和文章家%宋濂等修撰的

&元史'将前代史书往往分开的儒林传)文苑传合二为一%名为&儒学传',*前代史传%皆以儒学之士%分而

为二%以经艺颛门者为儒林%以文章名家者为文苑44元兴百年%上自朝廷内外名宦之臣%下及山林布衣

之士%以通经能文显著当世者%彬彬焉众矣(今皆不复为之分别%而采取其尤卓然成名%可以辅教传后

者%合而录之%为&儒学传'(+

(

受忽必烈幕府时期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用人政策影响%元代的科举政策重经义斥词章%且元代

文人以自娱自乐的态度创作诗文%论学论文尚实尚用(

三)潜邸儒士与元代儒学主导地位的确立与文学导向

在金末元初%战乱频繁%社会严重失序)缺乏道德规范(忽必烈潜邸儒士志在救世行道%在他们的努

力下%保护了大批义理之士%保存了中原文化%弘扬了传统儒学(藩府儒臣注重儒学的经世治国的功用%

竭力向元代统治者推崇儒学%尚实用的蒙古文化与崇实的北方儒学终于找到契合点%这为忽必烈重视儒

学)遵行汉法奠定了思想基础(正是由于幕府儒士的主张和努力%使儒家思想在元代社会得以渗入与传

播%从而确立了儒学在元代学术界的主导地位(

儒学在北方的传播和发展主要归功于藩府文人姚枢)许衡)窦默)郝经等人%*河北之学传自江汉先

生%曰姚枢%曰窦默%曰郝经%而鲁斋其大宗也(元时实赖之(+

*首先%促进理学在北方的传播(姚枢和

杨惟中保护了名儒江汉先生赵复%并北上燕京%建太极书院%请赵复)王粹等教授生徒%从此程朱理学在

北方开始系统地传播(其次%忽必烈藩府儒臣对于理学在元代的发扬光大有传播之功(姚枢)许衡和窦

默三人%都曾授徒讲学%传播理学%尤其是许衡任国子祭酒%教授了一批蒙古色目与汉族子弟%他们都为

理学在北方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姚枢和窦默曾做过太子真金的老师%他们给真金论道讲学%又是深

受忽必烈信任的潜邸幕僚%这样特殊的身份和政治地位容易对忽必烈产生影响(还有一点%理学在元代

的传播与发展%至后来正式成为元代的官学%与蒙古最高统治者的崇尚也有着密切关系%是元朝统治阶

级提倡的结果(忽必烈作为建立元朝的蒙古族封建帝王%早期就较为全面地接受了汉文化%而且在他的

幕府聚集了很多北方的学者名儒%形成忽必烈幕府儒士群体%正是忽必烈的推崇与提倡%儒家学说在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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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才得以迅猛发展(

藩府儒士通过跟忽必烈接触%让忽必烈耳濡目染%逐渐熟悉文教)礼乐以及尊孔的重要性(如刘秉

忠)许衡)姚枢都曾上书忽必烈中均谈到文教)礼乐问题(藩府儒臣王鹗于至元元年!

#!*"

"建议元世祖

忽必烈设立翰林学士院%忽必烈听从了他的建议设置翰林院(张文谦和窦默于至元七年!

#!%#

"%请立国

子学%忽必烈遂*诏以许衡为国子祭酒%选贵胄子弟教育之(+

"由于藩府文臣大力提倡文教%在他们的影

响和鼓励之下%忽必烈发布了一些兴办学校的命令(在燕京建周子祠%苏门山立圣庙%元朝各郡各县%各

路设置学校%祠庙也几乎遍及诸郡路%并选拔精通儒学的学者教授子弟%最终形成中统)至元儒学大盛的

局面#

(元刘敏中概述元代前期的崇儒兴学之事说,*国家以神武拯斯民%以人文弘治道%凡户以儒籍者

世复其家%民之后学者复其身(中统)至元以来%通儒硕才%并进迭出%由是罢世侯%更制度%混一区夏%臣

服绝域%典章礼文之懿%罔不备具(元贞)大德%重熙累洽%自京师达于郡邑%庙学一新%弦诵之声%盈于乡

井%皇风炜烨%郁郁乎治与古比隆矣(+

$

忽必烈藩府的一批儒士%特别是崇尚理学的姚枢)窦默)许衡和王恂等人为儒学在北方的兴起直接

地创造了条件%他们是当时北方通晓儒学的著名学者%大力提倡文教%还身体力行%建书院讲学其间%为

元初教育的发展作了很大贡献(

元初理学的传播%许衡影响最大(许衡曾几次出任国子监祭酒(在国子监%许衡以儒家经典作为教

学的主要内容%教授了一批蒙古色目与汉族子弟%其中有很多成为元代重要官员%如丞相完泽)平章不忽

木等(不仅使儒家学说获得了极大的传播空间%增强了元代儒学教化作用%也奠定了许衡在北方学坛的

地位(许衡弟子耶律有尚%深受老师许衡教育思想的影响%五次掌管*国学+%并继续推行许衡的教学理

念%教学内容主要以程朱理学为主(许衡清新)明朗)务实的思想对元代儒学发展影响很大%受国子监的

影响%无论是中央官学%还是地方官学%都以程朱理学为主要教学内容(

由于忽必烈藩府文人的竭力倡导和推动%使儒学在学术界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随着元代前期

崇儒兴学%元代科举取士成为一种现实的需要(元仁宗受教于名儒李孟%既通儒术%又*妙悟释典+%他对

儒学非常肯定,*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切+%于皇庆二年!

#<#<

"开科举%仁宗称,*设科取

士%庶几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兴也(+

%元代科举考试内容开始以程朱理学和朱熹的&四书集注'为主%

这些都说明着蒙古统治者对儒学的接受(延初年恢复科举取士并以朱学作为其惟一考试内容%正是

由于许衡等人的大力推行%程朱理学才获得了元朝统治者的认可%在元代受到尊崇%其教学内容成为了

科举考试的主体科目和参考指南(其后元文宗又于天历二年!

#<!4

"在元大都设立兴隆国家文治的奎章

阁学士院%为帝王万机之暇读书游艺而设%也是元朝发扬推广儒学的一个标志(

随着元代儒学地位的巩固和发扬光大%确立了儒学的主导地位%理学升为官学%沿至于明清两代%成

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因元政府对儒学的大力提倡和元代文人发扬传播%带来了儒学与文学的全面

融会%使得元代文学产生了一系列新变%形成以儒学为精神底蕴的诗风文风&

(元初北方文人王恽早已

在&遗安郭先生文集引'一文中对这种平易正大文风有过阐述,*其资之深)学之博%与夫渊源讲习%可谓

有素矣(故诗文温醇典雅%曲尽己意%能道所欲言(平淡而有涵蓄%雍容而不迫切%类其行己%蔼然仁义

道德之馀(+

'这种诗文风格在元中期正式形成(在元中期特定的社会时代背景下%虞集)欧阳玄等人力

倡并以其创作实践促成了这种平易正大的所谓盛世文风(

%进而形成元代所特有的 *气象舒徐而俨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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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红敏,忽必烈潜邸儒士与元代文学新变

文章丰博而蔓衍+*元气之充硕%以发挥一代斯文之盛者+

"

%体现儒家人格与风范的君子文风(

四)幕府文人构成的多元以及多种信仰并存对元代文学的影响

忽必烈潜邸文人不仅构成多元%而且信仰多元(有姚枢)许衡)窦默)郝经)刘秉恕)张文谦)宋子贞)

王磐)商挺)董文炳)许国祯)赵弼等金源文士和精通儒学的汉族侍卫谋士%有阔阔)脱脱)孟速思)廉希宪

等蒙古侍从文人以及西域色目谋臣%还有禅宗僧人印简大师海云)子聪!后赐名刘秉忠")至温%太一道大

师萧辅道等人(

这是一个有着多种文化)多种学术观念与宗教信仰并存与融合的群体%呈现出多元一体性特征和深

远的包容性#

(由于忽必烈幕府的特殊政治地位和对元代政局与文坛的影响%藩府成员间多元文化交

流活跃%不同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通过互相之间的冲突交流融合也对元代社会政治等产生了广泛的

影响(这些体现在元代社会文化精神和元代文化学术政策的宽容与含弘%文学的多元丰富性%以及由此

而形成的元代文学的一些特点,

其一%多族文人互相学习和交流%构成多族作家共同创造元代文学繁荣的局面(如上所言%忽必烈

藩府侍从中%虽有着蒙族或西域色目血统%他们在藩府之中与汉族文士共事%相交甚善%接触较多%逐渐

熟悉了中原文化(藩府儒士王鹗)赵璧)张德辉)李德辉)姚枢)窦默)王恂等都先后奉命教授太子或蒙古

贵族子弟%在藩府之中%首先涌现了一批蒙古和色目儒者%如阔阔)秃忽鲁)乃燕)脱脱等$

%畏兀儿人廉

希宪%嗜好读书%被忽必烈称为*廉孟子+(这对元代多民族文人的融合有引领风气之先的作用(在元

代%出现很多优秀的蒙古)色目文人%他们不仅具有很高的汉文化水平%有的甚至是很有成就的学者或文

学家%在文学)儒学或者书法)绘画艺术等方面卓有建树(顾嗣立曾对这一现象有过评价,*有元之兴%西

北子弟%尽为横经%涵养既深%异才并出%云石海涯)马伯庸以绮丽清新之派%振起于前%而天锡继之%清而

不佻%丽而不缛%真能于袁)赵)虞)杨之外%别开生面者也(于是雅正卿)达兼善)遁易之)余廷心诸人%各

逞才华%标奇竞秀%亦可谓极一时之盛者欤3+

%少数民族作家群的出现%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新鲜血

液%尤其如贯云石)萨都剌那样的大家%在整个中国诗史上%也是当之无愧的一代名家%他们的出现丰富

了元代文坛%这在之前文学史上是从未出现过的%据统计%元代有作品流传至今的蒙古诗人有二十余人%

色目诗人约一百人&

(他们和汉族作家共同创作了元代诗文的繁荣(又据萧启庆先生统计,*蒙古)色

目汉学者增加的趋势%就人数而言%前期蒙古汉学者不过十七人%占总人数!包括一人兼一门以上而致重

见者"

#"'4"@

(在中)后期则持续增加%分别增至
!)'!#@

与
$)'4%@

(前期色目汉学者仅占总人数的

)'#$@

%在中)后期分别为
("@

与
($'#4@

%显然是与日俱增(就专长而言%前期大多数之蒙古及色目汉

学者皆为儒学者%长于文学)艺术者甚为少见(而在中)后期擅长文学)美术之人数皆有大幅成长(+

'蒙

古)色目学者在元代前)中)后的不同时段%从人数上%由少到多%数量上一直处于增长趋势%儒学)文学艺

术均有(元代有不少蒙古)色目文人中很优秀杰出的人士%诸如廉希宪)贯云石)赵世延)马祖常)皕贤)

孛术鲁罛)萨都剌)郝天挺)余阙)颜宗道)瞻思)辛文房等人(

%均是在元代事功)节义)文章等各方面非

常杰出的优秀士人%他们在文学艺术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赢得了各民族文士的赞誉(且元朝疆域广

阔%国家一统%国内交流规模空前%东西来往频繁%从民族融合的深度和广度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因

而%有元一代的文化和文学%是多族士人在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共同创造的(

其二%宗教与文学的关系在元代更为密切%元代文人对宗教观念的接受和认同%释道文人化%超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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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任何朝代而达到了空前%这自然不可避免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和文学创作(

忽必烈藩府文人信仰多元,姚枢)许衡)窦默)郝经和智迂是理学家%张文谦)徐世隆)宋子贞)王磐)

商挺)刘肃)王鹗等是传统的儒生/印简大师海云和至温是禅宗%刘秉忠也曾身披僧衣多年%更是融合儒

释道三家思想/太一道大师萧辅道/蒙古侍从文人阔阔)脱脱)秃忽鲁)乃燕)霸突鲁等%秉承了草原民族

质朴讲求实利的性格%信仰萨满教并深受儒学影响%而且能以包容的心态对待各种宗教/西域色目文人

侍从畏兀儿人的孟速思)廉希宪等人%信奉萨满教%又接受了摩尼教)祆教)景教)佛教和中原道教%其后

受伊斯兰教影响/以及被忽必烈封为国师的藏传佛教八思巴(从藩府文人多元宗教文化共存的现象可

以看到他们对各种宗教的包容以及对各种宗教观念的接受和认同%这一点体现了蒙古统治者所奉行的

比较宽容的宗教政策%除蒙古族原有的萨满教以外%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犹太教)摩尼教)?教等各

种宗教都被兼收并蓄%元代社会中的各种宗教繁荣共处%宗教多元并存局面超越历代(不同的宗教和文

化带来了不同的思想观念%推动了南北文化融合以及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使宗教与文学的关系在元

代更为密切(

儒释道三教的融合%文人的禅道化(一是因为元朝有兼容各种宗教的国策%元代学者几乎无人公开

排佛老%二是元代文人对佛)道思想的普遍认同%如忽必烈潜邸的重要谋士刘秉忠他一直以僧人身份陪

侍忽必烈左右%为忽必烈谋划军政机要%长达二十余年%深受忽必烈信任%集书生)僧人)政治家)诗人于

一身%融合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学养深厚(南方文士顾瑛有&自赞'诗云,*儒衣僧帽道人鞋%到处青山骨

可埋+

!顾瑛&玉山逸稿'卷四"

可见对佛教的认同(可以说%文人禅道化)释道文人化%已经成为元代文化的

一个突出特点(还有一点%释道文人化(元代宗教的繁盛%以佛)道两教为最著(由于战乱%大批旧金亡

宋文人士大夫避入佛寺道观%使释)道人数急剧增长%而且元代的佛徒道士%大多都是儒士%全真道士丘

处机曾说,*千年以来%道门开辟%未有如今日之盛(+

"比如北方的全真道教%其著名教士大多是通经达

史)喜文善赋的文士(宋亡后的南方%士人入道虽不如北方之盛%但也为数不少(郑元&遂昌山樵杂

录'就说,*宋亡%故官并中贵往往为道士(+

#而且元代的儒学也有了新的发展%儒家学者的思想中往往

包含着佛教禅宗的理念和道教的某些理论%融通三教而为一(

文人禅道化)释道文人化%使得宗教意识对文学和文学思想发生了全面的影响(在文学创作中表现

出文学精神的避世与内敛%禅道情趣在他们的诗作中表现得相当普遍%无论是入仕文人或隐逸文士在诗

文中都常常表述有避世的田园之趣或者追求萧散闲淡的生活旨趣(还有一点%元代文士对宗教观念的

认同%使他们丢掉了*不语怪)力)乱)神+的千古圣训%改变了鄙视*街谈巷议+)*小说家言+的观点%不再

坚持传统学术与文章守持的基本原则%比如在为释子道徒们所写的碑传塔铭等文字中%把许多荒诞不经

的东西写进了高文大册%如宋濂%曾因其文章多为释)道所作%而遭后世学者批评,*宋景濂一代儒宗%然

其文大半为浮屠氏作(自以为淹贯释典%然而学术为不纯矣(不特非孔孟之门墙%抑亦倒韩欧之门户(

八大家一脉%宋景濂决其防矣(+

$

在元代之前或以后的各个朝代%影响文学的宗教一般都只有佛道两教%元代则不然%在元代%除了佛

道两教对文学影响外%萨满教)伊斯兰教!答失蛮")基督教!也里可温")犹太教)摩尼教都对当时的文学

发生着影响(如著名的答失蛮诗人有萨都剌%著名的也里可温诗人有马祖常%他们创作中的异质文化色

彩自然和他们本人所信仰的宗教也存在某种关系(

综上所论%忽必烈潜邸幕府是一个特殊的幕府(这一文人集团呈现出多元一体性的特征%多种学术

观念与信仰的并存%多元思想文化并存%多元文学观念并存(由于忽必烈潜邸幕府的特殊性%中国历史

上还没有另外一个幕府文人群体像这一幕府一样%其文化与学术倾向影响了一个朝代的文化政策从而

影响了一代的文学走向(其一%忽必烈幕府多用经济之士和义理之士而辞章之士受到排斥的用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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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红敏,忽必烈潜邸儒士与元代文学新变 !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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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了元代文学的雅俗分流%带来了中国历史上文人的一次大分化(其二%元代学术由湮晦渐复昌明%

儒学的主导地位得以确立%程朱理学成为元代之
g

官学
g

%而且%元代统治者重实惠)实用%有元一代的政

治文化政策都崇尚实用有效%元代文人强调道德与文章并重%文学和儒学相融相济%形成了元代以儒学

为精神根基的诗风文风(其三%忽必烈幕府政治地位的特殊性%决定了元代宗教政策的宽容和含弘%除

蒙古族原有的萨满教以外%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犹太教)摩尼教)袄教%都被兼收并蓄%呈现出多元

一体性的特征和深远的包容性(元代民族众多)文化多元)宗教多种%互相之间的冲突融合与并存使得

文学与宗教的关系既密切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诸如元代文学精神的避世与内敛/全真教和佛教禅宗

对杂剧创作的影响%全真教对散曲的影响%禅学)道家哲学及道教对文学理论以及文章写作的影响%并对

后世神魔小说和传奇戏曲产生了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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