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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文论教程(第2版)》叙述了我国两千多年的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发展情况。
全书以历史为线索，按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近代等时期分为八章
。
每章前设有“概述”，总论各个时期的历史语境和文学、文论的概况，然后分论该时期有代表性的文
论观点。
编者在对文论史的叙述中，特别注意把文学观念置于总的文化系统中去考察，从而突出了古文论与各
个时期的社会政治和社会思潮之间的关联。
《中国古代文论教程(第2版)》适于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师生教学使用，也可作为古代文学、古代
文论的研究者、爱好者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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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一、在对待古代文论的态度上存在的主要问题 二、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意义 三、走向文化诗学 
四、中国古代文化精神概观 五、中国古代文论概观 第一章先秦时代的文学观念 第一节 概述 一、文化
话语权力的转移 二、作为新的言说主体的士人阶层 三、先秦文论概观 四、儒家的文化追求 第二节孔
子的文论 一、孔子文论的文化意蕴 二、孔子的诗歌功能论的复杂性 第三节孟子的文论 一、孟子与士
人阶层的自我认同意识 二、孟子的主要文论观点 第四节荀子的文论 一、荀子言说立场的时代特征 二
、荀子的主要文论观点 第五节先秦道家思想的诗性特征 一、老庄道论 二、老庄所崇尚的“妙”和“
自然” 三、庄子对“游”和“化”的推崇 四、庄子“言不尽意”论及其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第二章两
汉经学时代的文学理论批评 第一节 概述 一、汉代的政治文化结构 二、士人阶层的处世策略 三、经学
语境中的文论思想 四、两汉文论概况 第二节《乐记》与《毛诗序》 一、《乐记》的主要贡献 二、《
毛诗序》的诗学思想 第三节 司马迁、班固的文学思想 一、司马迁的文学思想 二、班固的文论观点 第
四节扬雄的文学思想 一、扬雄文学思想的核心 二、扬雄论辞赋 第五节汉人对屈原的评价问题 一、淮
南王刘安与司马迁的评价 二、扬雄与班固的评价 三、王逸的评价 第六节王充的文学思想 一、王充的
生平 二、王充的主要文论坝点 第三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 第一节概述 一、乱世政治与文
人命运 二、从经学的衰落到社会思想的解放 三、理论批评中的玄学旨趣 四、文学概略 五、在文学与
玄学共同影响下的文论 第二节曹丕的《典论·论文》 一、作家论和批评论 二、文体论 三、文气说 四
、文学价值观 第三节陆机的《文赋》 一、关于文学本质的思考 二、论艺米想象与艺术构思 三、陆机
的艺术方法论 四、模拟与独创的辩证 五、从《文赋》看魏晋之际审美风气的转变 第四节刘勰及其《
文心雕龙》 一、《文心雕龙》的作意和作法 二、《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与思想倾向 三、《文心雕
龙》的理论贡献 第五节钟嵘的《诗品》 一、“吟咏情性”论 二、“滋味”说 三、钟嵘的评诗标准以
及对齐梁诗风的批评 四、“定品第”、”溯流别”的批评方法 第四章 隋唐五代的文学理论批评 第一
节 概述 一、隋唐以来日益开放的文化大背景 二、唐代的三教并行及其影响下的文学与文论 三、中唐
以后的“解构”思潮 第二节皎然《诗式》的诗学理论 一、“天真”与“中道” 二、“缘境”与“取
境” 三、“神诣”与“意冥” 四、风格论与因革论 第三节韩愈的文学思想与“解构”倾向 一、韩愈
的儒学思想和文道合一的理论 二、韩愈对诗文的解构及其观点 三、韩愈的“不平则鸣”的理论 第四
节白居易批判现实的诗歌理论 一、关于诗歌产生的根源 二、强调诗歌对现实的批判 三、关于对诗歌
形式通俗化的倡导 第五节 司空图的诗学思想 一、司空图诗学理论的背景 二、司空图的”味外之旨”
说 三、司空图的“思与境借”说 第五章宋金元时代的文学思想 第一节概述 一、文人士大夫与君主集
团的二元政治结构 二、理学的产生与宋人文学精神的变革 三、禅、道思想的发展与诗学中的审美主
义 四、异族统治下（金元）的诗学寻根与建设 第二节苏轼的创作理论 一、文学创作的发生论 二、艺
术思维与艺术表现论 三、艺术风格论 第三节黄庭坚的诗学理论 一、诗人之道与诗歌的品质 二、有法
与无法 三、“点铁成金”与“夺胎换骨” 第四节理学家的文学观 一、理学文论的伦理本位倾向 二、
理学家的诗歌美学思想 第五节严羽的《沧浪诗话》 一、“以禅喻诗”的诗学建构 二、严羽对诗歌审
美境界的追求 第六节王若虚与元好问 一、王若虚的文学观 二、元好问的诗学思想 第六章明代的文学
理论批评 第一节概述 ⋯⋯ 第七章清代的文学理论批评 第八章近代的文学理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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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唐宪宗为崇佛教，诏遣中使率众僧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至长安，当时都城万人空巷，王公
士庶，奔走施舍，百姓多有废业破产甚至自残身体以示虔诚、以求供养者。
在这样的热潮之中，韩愈不惜自己的刑部侍郎的高位甚至身家性命，上书极谏，谓应以儒学为本，佛
不足信，并激烈地要求皇帝将佛骨投之水火，“断天下之疑，绝万代之惑”（《论佛骨表》）。
这需要多么大的胆量！
结果惹恼了宪宗，欲加之极刑，后因多人苦谏得免，遂贬为潮州刺史。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韩愈的倡儒本身，就是他反潮流精神的突出体现。
后来他的弟子皇甫浞在《韩文公墓志铭》中说：“浮图之法，上下安之若性命固然，独愈常惋佛老法
溃圣人之堤，乃倡而筑之”，所赞的也正是他这种顶风倡儒的精神。
此外，韩愈在文学上对于传统的艺术范式的解构，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它需要顶住来自传统
与时风两方面的压力。
韩愈说自己倡导古文时的处境是“跋前踬后，动辄得咎”（《进学解》），他的门人也说他所受的冷
遇：“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李汉《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讳愈文集序》）。
也正是出于这种反潮流的精神，所以韩愈在创作上提出了“不平则鸣”的观点，这是韩愈的文论中最
有理论性的观点。
韩愈有一篇《送孟东野序》，其中说：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
水之无声，风荡之鸣。
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
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
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
乎！
 这里韩愈指出，万物之发声，皆在受扰而失衡之后，人的创作也是如此，它是作家的心灵产生“不平
”的结果。
应该说，韩愈此论是有所本的。
按唐中宗神龙年间，大理卿尹思贞面折奸佞，“或谓思贞日：公平日讷于言，及廷折承嘉，何其敏耶
？
思贞日：物不能鸣者，激之则鸣。
”（《资治通鉴》卷二百〇八）但尹思贞此语不过是一个具体的比喻，而韩愈则把它升华成一种带有
普遍性的理论。
单看《送孟东野序》这篇文章，韩愈的议论未免不太严密，因为前文明明指出作家之“鸣”乃“不平
”之声，“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后文却举出伊尹、周公等人之鸣，为“和其声，而使鸣国家
之盛”，而“不平”与“和”正相龃龉。
故宋人洪迈《容斋随笔》卷四中，对韩愈的论述颇有批评：“韩文公送孟东野序云：物不得其平则鸣
。
然其文云：‘在唐虞时，咎陶、禹其善鸣者，而假之以鸣。
夔假于《韶》以鸣，伊尹鸣殷，周公鸣周。
’又云：‘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
然则非所谓不得其乎也。
”其实，从韩愈的整个思想倾向来看，他的“不平”实际上指的是作家对现实的不满与他对现实的抗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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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文论教程(第2版)》中突出了文化的视点，每章前面所设的“概述”一节，集中论述该时期
的文化特征，而在各节对有关文论的评介中，也强调了各种文论观点的文化意义和它们在整个文化系
统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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