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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此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屈骚精神的诸多层面作了本质的把握与提升。
全书共分两编。
上编对屈骚作品做了文本的综合研究，下编探讨了屈骚精神形成的文化背景。
本书认为，屈原具有自我意识觉醒的理性精神——其所代表的自我与社会双重固特的品性是屈骚精神
的基点，这一基点最为本质地反映了人类与自我于社会地精神需求。
这是我们对屈骚精神反思所得到的启示，也是屈骚精神之所以沾既所世，后世之所以对屈骚精神产生
共鸣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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