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２０，４２（２）：７３～７９　　 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５６３９　ＣＮ５３－１２１１／Ｇ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Ｋｕｎｍ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明代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２－０５

作者简介：史小军 （１９６６—），男，陕西岐山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研究；李佳 （１９９６—），

女，四川南充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研究。

编者语：本期栏目发表三篇文章，暨南大学史小军教授师生的 《吴中四才子咏物诗中的 “物化”色

彩》，深入探讨了 “吴中四才子”物化文学观的深层 “物化”状态，进而揭示了其不同一般的特点，在于

不仅表现了物我界限的消解，更是一种生命的交融或体验；华南师范大学郑天熙博士的 《“论文”与 “明

理”———论明代 〈广文选〉〈广广文选〉对 〈文选〉的承变》，着眼于明代 “文选”史上的重要发展阶

段，以翔实而系统的分析、梳理和论证，概括了不同时期选本的特点，及其文选观对文选取舍的影响和表

现；武汉大学硕士研究生周荣的 《论李
!

〈元艺圃集〉宗唐复古的选诗倾向》，通过论证 《元艺圃集》

所表现的整体诗学观念及其产生缘由，肯定了在时人冷落元诗之时，这个选集的价值。特别感谢史小军教

授多次携同其学生，对本栏目给予的支持！

吴中四才子咏物诗中的 “物化”色彩

史小军，李　佳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３２）

摘要：吴中四才子创作了大量的咏物诗，他们善于对外在事物进行题咏，在这些诗歌作品中，有一部分

具有明显的 “物化”色彩，其表现或为个人与外物合而为一，或个人生命情感与他者相通。这种 “物化

文学观”与他们所处的吴中地理环境、时代氛围和个人经历等多种因素有关。而这些诗歌表现出的物化

色彩也让吴中四才子的作品更加真实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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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中四才子是明中叶的一个文人团体， 《明

史·文苑·徐祯卿》称 “祯卿少与祝允明、唐寅、

文徵明齐名，号 ‘吴中四才子’”。［１］７３５０四人或善诗

文，或善书画，或兼备，因此无论在文坛还是书画

界他们都是相当重要的团体。再加上与其相关的故

事颇多，广为流传，他们显然成为学术界不可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