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谢桃坊的著述，能感受
到，他的行文有缜密的文法和
清晰完整而复杂的长句，典雅
明净、平实准确。即便是长篇
论文，读起来也不会感到吃
力，反而引人入胜娓娓道来，
仿佛与人促膝谈心。这是很
多学者都做不到的。

谢桃坊写的《诗词格律教
程》，销量极好。出版社透露，
有电商平台每天能卖出去 80
本，卖得最多时一天110本，他
们不断地印。这跟他写作的
风格有很大关系。

谢桃坊很清楚，自己从事
学术写作，最终面对的还是读
者，“我的读者，基本上定位是
大学生，同时要做到高中生可
以看。这就要写得通俗流畅，
要讲究文笔，市场上有销路，
同时必须有学术价值。”

他在通俗杂志《古典文学
知识》上发过40多篇文章。通
俗文章并不好写。谢桃坊说，
他写通俗文章比写论文还要
用功，多加锤炼，力求流畅、有
趣，“好多年轻人就是读我写
的通俗文章，从而喜欢上我的
专门著作的。”

对于自己的研究路径，谢
桃坊总结为：“从事实探学理，
以明辨求真知。”研究学术问
题应该是以事实做基础，事实
否定不了，从事实推导出的结
论就能站得住。切忌发挥空
洞的理论。

谢桃坊有手机，但基本上
打不通。因为他只在自己需要
跟人联系的时候才开机，联系
完马上就关机。

他 现 在 依 然 用 纸 笔 写
作。在谢桃坊的书房里，能看
到有一书柜的卡片，分成格
子，像中药药材铺一样，每个
格子上面贴上“现代词学”“理
学”“哲学”“苏诗”“市民文学”
等 等 。 卡 片 上 有 摘 录 有 索
引 。 这 种 写 作 方 法 看 似 落
后、费事，但谢桃坊认为自有
其优长，“它可以使研究的心
得充分精细地表达，而且常
有命笔快意之感。我所积累
的专著和论文的第一手稿基
本齐全，也许将来会是稀罕的
文物了。”

与智能通讯工具保持距
离，但谢桃坊并不害怕信息落
后，“我最近跟一个年轻朋友
说，我像《廊桥遗梦》里最后
的牛仔。但是跟我打交道的
年轻朋友，会发现我的观点
并不比他们落后。我觉得我
的现代性观点可能还在年轻
人前面。”

从谢桃坊那里，或许能给
我们一个提醒：思想性的新
锐，与信息的及时没有必然联
系。我们对信息落后的恐惧，
可能是一种夸大。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徐语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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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学专家谢桃坊：
宋词可传达中华民族情感的某种历史

46岁进入四川省社科院从事专
业研究，谢桃坊的学术职业生涯起
步，可以说是有点晚了。但凭着多
年读书自学打下的坚实基础，他很
快就适应了学术环境，表现出强劲
的科研实力。

1980年代初，当时国内的词学研究才刚
刚起步，很多领域还是空白。谢桃坊的第一
篇词学论文《宋代民间词论略》在《贵州社会
科学》1981年第3期发表，迅即被中国人民大
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
文转载。1983 年，他又相继发表了《略谈梦
窗词与我国传统创作方法》《宋代歌伎考略》

《试论宋末婉约词的爱国主义思想》《张炎词
论略》四篇论文，在词学界产生了颇大影响，
得到词学大家唐圭璋和施蛰存的赞赏。

谢桃坊很重视对词谱的研究。他认为，
自清初以来，学术界有关词体的起源、声诗与
词的区别、词调的分类、词体的定格与词调的
标准，种种问题引起的争议，皆出于缺乏高度
学术规范的词谱所致。为此他先后发表了

《词谱检论》《唐宋词调考实》《〈词谱〉误收之
元曲考辨》等文章，对历代词谱中存在的问题
进行辨析。为指导年轻人填词，他还出版过

《唐宋词谱粹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
撰写55万字《唐宋词谱校正》一书（上海古籍出
版社，2012年），重新对唐宋词谱增补、考订和
辨析，整理出一部具有当代学术水平的词谱，
力图为词学研究提供科学规范的谱系。

《宋词概论》（1992 年初版，四川文艺出
版社）和《中国词学史》（1993年初版，巴蜀书
社）两部专著，是谢桃坊重要的词学研究成
果。在《宋词概论》中，谢桃坊详细论述了晏殊、
柳永、欧阳修、苏轼、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姜
夔、刘克庄、吴文英、王沂孙、张炎等名家词作。
在具体的个案研究中，他打破那种面面俱到、
陈陈相因概述式的论述，力求突出每个词人艺
术上的主要成就以及词史上的主要贡献，从而
提出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观点，充分表现
出求实务真、求变创新的学术个性。

在《中国词学史》中，谢桃坊对词学史上
的重大问题——词论、词评、词律、词乐、词家
研究、词籍整理和词史研究的发展过程进行
了详细探讨。这也是谢桃坊自认为最成功的
一部著作。

丹麦著名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勃兰兑
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一书中提到一个观
点：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文学，如果是完整
的，就可以从中看到这个民族或者国家的情
感历史。谢桃坊多年致力于词学研究，乐在
其中，“从中可以看到宋人的情感历史，以至
于中华民族情感的某种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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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宋词的研究，谢桃坊
还发掘出一个与宋词相关的新
研究领域——中国市民文学。
1985年春天，在研究柳永这位北
宋著名词人时，他直觉地注意到
柳永与北宋新兴市民思潮的关
系。尤其是柳永被普遍认为

“接受了都市市民思潮的影响，
因科举落第而不可能进入统治
阶级的上层社会生活，只得加
入了都市民间通俗文艺的队
伍，为下层民众写作”。

这给了谢桃坊灵感，“中国
市民文学”这个概念，非常值得
深入探究一番。自20世纪80年
代以来，我国通俗文学勃兴，文
学大众化趋势明显。那么，当下
的通俗文学与历史上的市民文
学的关系是怎样的，能从历史
经验中总结出某些规律并进而
探究其深层的文化原因吗？

于是，谢桃坊一头扎进市
民文学相关资料素材的搜集
工作中。研究市民文学，并不
容易。宋以来流行于都市的
各种通俗文学，包括话本、歌
词、诸宫调、戏文、杂剧、散曲、
传奇、花部、时调小曲、花鼓
词、弹词、子弟书、拟话本，以
及历史演义小说、艳情小说、
青楼小说、武侠小说等等。若
要对其中每一种文学进行深
入研究皆非易事。这样，每一
个问题都得耗费大量的时间
与精力。但凭着兴趣和勤奋，
最终，谢桃坊完成了《中国市
民文学史》，1997 年由四川人
民出版社首次出版。作为国
内第一部市民文学研究专著，
该书首次对文学史上不大为
人所注意的话本、讲唱文学、
戏文和小说等与市民密切相
关的文学知识进行了系统研
究，其学术价值和生命力至今
依然旺盛。之后，2003 年、
2021年两次修订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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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1年进入四川省社会科
学院文学研究所，谢桃坊专业从
事古典文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尤
其是致力于词学研究，已有40余
年，他也成为当下学术界公认的
词学研究专家。但是词学并不是
他唯一关心的领域。凭借雄厚的
学术功底及浓厚的学术兴趣，他
在国学研究、苏轼研究、敦煌学、
客家学等领域，也均有不俗成
绩。比如他写的《苏轼诗研究》作
为巴蜀书社《宋代文学研究丛
书》第一种推出，主要探讨苏轼诗
的艺术成就。他还曾到成都东山
地区进行多年的田野调查，撰写
并出版了《成都东山客家人》《成
都沙河客家的变迁》两部客家学
专著，发表了10多篇客家学研究
的学术论文。

谢桃坊退休多年，依然思维
活跃，笔耕不辍。他将之归功于
自己进行了合理的学术研究转
换，“长久从事某一学科的研究，
犹如开发矿产一样终有尽时，或
专业研究告一段落时，必然由疲
劳与过于熟悉而缺乏新鲜的感
觉，导致失去灵感和想象，难以发
现新的学术问题，甚至可能出现
江郎才尽的现象。这个时候，根
据自己的知识结构与学术兴趣，
在牢固的专业基础上略使研究园
地扩大，向邻近的领域转移，就可
以保持新的感受与产生新的创造
力，也就可能出现新的成果。”

在谢桃坊看来，学术研究中，
存在一个博与专的辩证关系，既要
有专精的研究领域，又要有广博的
知识体系，“大学者不同于大专家
的区别，就在于大学者比较广博，
可以跨几个学科。但我们现代所
生存的文化条件有新的特点，已很
难再出现百科全书式的通才大
家。像胡适、王国维还有梁启超这
样的大家，我们这个时代出不了。
因为学术的发展越来越细密，越来
越深入，出专家的可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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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桃坊在书房。《中国市民文学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