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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学与文学之互动影响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以往学术界关注的主要在汉代经学，问
或涉及清代经学与文学的互动，其他朝代则多有忽略。
北宋是经学新变的重要时期，对这一时期文学理论的形态、内涵及其特质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为将问题落到实处，《北宋经学与文论》刨造性地选择《诗经》学、《春秋》学和《易》学为北宋经
学的代表，从阐释方式的变革，到哲学认识论、价值观的表述以及思维方式的折射等方面。
寻绎它们与诗学、散文理论以及艺术思维之间的深层关联。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北宋经学与文论>>

作者简介

　　马兴祥，1974年生。
山东省泰安人。
1994-1998年在山东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获文学学士学位；1998年-2004年，在南开大学文学院学
习，师从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毅先生，先后获古典文学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
2004年7月至今，在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任教。
副教授职称，文学教研室主任。
主要从事唐宋文学与文学批评、儒家文化与文学的研究工作。
先后在南开大学《文学与文化》、新加坡懦学研究会《儒家文化》、《云南民族大学学报》等国内外
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出版《词林观止》(合著)等著作，独立完成河北省教育厅立项课题，参与河北
省社科规划办重点课题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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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论
第一章 以诗说《诗》与诗歌阐释方法的变革
　第一节 毛、郑辨妄和疑《序》之风与方法论
　　一、北宋《诗》学中的《毛》《郑》之辨及疑《序》问题
　　二、以诗说《诗》中的方法论问题
　第二节 据文求义与北宋诗学阐释方式的变革
　　一、据文求义的两种方式
　　二、主“文理”、“人情”与“意脉”的诗学批评原则
　　三、从“意新语工”到“意与言会”的诗学细读法
第二章 《诗》之“六义”与诗体理论
　第一节 “六义”之说与诗之体用观
　　一、北宋的“六义”论
　　二、北宋的诗体理论
　　三、“因事激风”与“吟咏性情
　第二节 “风雅”之体与尚雅风气
　　一、温柔敦厚的诗教与涵养性情之正
　　二、“风”之含蓄与诗之韵味
第三章 《春秋》学与宋代古文运动
　第一节 北宋《春秋》学的阐释方法与尊王、正统观
　　一、北宋《春秋》学的阐释方法及其学术品格
　　二、“尊王”观念与“正统”之说
　第二节 北宋《春秋》学对古文运动的影响
　　一、倡立道统与文主宗经
　　二、学风的建设与文风的转变
　　三、“断烂朝报”之公案及其时代意义
第四章 从“春秋笔法”到经史文章之学
　第一节 尹洙、欧阳修的“春秋笔法”说与古文创作
　　一、尹洙古文的“简而有法”说
　　二、欧阳修经世致用的古文观念
　第二节 三苏的经史之学与文章理论
　　一、苏洵的经、史之论
　　二、苏轼的《左传》学与古文创作
　　三、苏辙的《春秋》学与其古文理论
第五章 《易》传之“观物取象”说与北宋的文道观
　第一节 “观物取象”与宋人儒道兼宗的处世心态
　　一、从天地之道到性命之理
　　二、“满目云山俱是乐
　　三、“苟有可观，皆有可乐
　第二节 “观物取象”对宋人文道观的影响
　　一、从“假象显义”到“寓理之具
　　二、从“人文化成”到“文明以止
　　三、从“道充中实”到“以气为主
　　四、从“风行水上”到“无意为文
第六章 《易》传之“寂感”说与宋人的艺术思维理论
　第一节 “寂感”说的本质特征及其理论蕴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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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寂感”说的心学本质
　　二、“寂感”说的理论内涵
　　三、宋人对“寂感”的性情阐释
　第二节 “寂感”说对宋人艺术思维理论的影响
　　一、“寂感”说与宋人的“墨戏”理论
　　二、“寂感”说与北宋文人画的题材与意境
　　三、从“造微入神”到“造理入神”的“入神”说
结语
　　附录一：北宋《春秋》学著述补考
　　附录二：北宋《易》学著述补考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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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北宋之前，对《系辞传》中“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一句，儒、释、道三家的引用较为
普遍，但是他们的理解不尽相同。
如唐代清凉山大华严寺沙门澄观在其《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中说：　　“感而遂通者”，即
《周易·系辞》云：“夫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
”注曰：“至神者，寂然而无不应。
”斯盖功用之母，象数之所由生。
意明亡象，方能制象。
遗数方能极数，非动方能应动。
彼取《易》之虚无，无动故能无不动。
今借此言，以况如来内体圆寂，外应群生。
蹑上众福已净之体，寂便言而恒示生。
故云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即法身无生，无所不生耳。
①引用了玄学家王弼的注，但只取其比喻义，目的是为了说明“如来内体圆寂，外应群生”，以及“
法身无生，无所不生”的佛教之理。
又唐代僧人道世在《法苑珠林》中说：“盖闻‘寂然不动’，是则无象无言；‘感而遂通’，所以有
名有教。
”②以“寂然不动”为无，以“感而遂通”为有。
在《见解篇》第十七《述意部》中，道世亦云：“夫心识运变，厥理无恒，解惑相翻，圣人何迹。
澄神虚照，应机如响，所谓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悟道缘机，然后神化。
”③从心与理的关系来说，以心之虚静空灵，来映照世间万事万物之理，“寂然不动”者是心之体，
“感而遂通”者则成为悟道之机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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