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诗史”传统>>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诗史”传统>>

13位ISBN编号：9787108043344

10位ISBN编号：7108043343

出版时间：2012-11-1

出版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张晖

页数：346

字数：277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诗史”传统>>

前言

　　中国是一个深具历史感的国度。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阅读诗歌的时候，早已习惯从诗歌中寻找各种历史信息，诸如作者的生平、家世
、交游等，以为谈史的资助，而罔顾诗人殚精竭虑地在格律和形式之间铺排、展开其诗艺、美学、情
感和思想。
这种阅读倾向不仅在普通读者中常见，即使对于具有良好文史修养的专业批评家而言，也是如此。
但与普通读者不同的是，他们目光如炬，往往不在乎诗中年月日、地理、人物等直接的历史信息，更
喜欢从诗歌的比兴、美刺、讽喻等修辞中去窥测诗人的政治态度和立场，从而将多义的诗歌指向具体
而又特定的历史语境。
　　久而久之，我们已习惯追求通往历史的诗歌阅读，并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阅读方法——“诗史
互证”——来配合这一阅读目的。
清初以来，著名学者钱谦益、朱鹤龄、仇兆鳌、浦起龙等人注释杜诗，姚文燮、王琦等人注释李贺诗
，朱鹤龄、姚培谦、冯浩、张尔田等人注释李商隐诗，都试图将孟子“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
理论与“诗史”理论结合起来，通过对诗中的比兴等修辞手法及典故、词义的训释，来阅读诗人如何
在诗中传达对重大现实事件的看法，从而形成一套娴熟运用于诗歌阅读并服务于历史学的“诗史互证
”的方法。
　　⋯⋯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诗史”传统>>

内容概要

　　《中国"诗史"传统》内容简介：诗史”说的最初形态：重读《本事诗》、李白故事与“诗史”概
念的产生、孟綮“诗史”说的理论背景：《春秋》义理与“缘情”、以诠释杜诗为中心的宋代“诗史
”说、宋代“诗史”说的历史分期、仁宗末年到哲宗初年（1060—1090）间“诗史”概念的内涵、徽
宗、钦宗朝（1101—1127）“诗史”概念的内涵、南宋至元初（1127—1286）“诗史”概念的内涵、宋
末元初“诗史”概念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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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晖，1976年生，上海崇明人。
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硕士，香港科技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
主要研究中国诗学、词学、清代文学和古典文学理论。
著有《龙榆生先生年谱》（2001）、《诗史》（2007），曾点校《施淑仪集》（2011）、编著《量守
庐学记续编：黄侃的生平和学术》（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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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
第1章　“诗史”说的最初形态：重读《本事诗》
第一节李白故事与“诗史”概念的产生
第二节孟綮“诗史”说的理论背景：《春秋》义理与“缘情”
第2章　以诠释杜诗为中心的宋代“诗史”说
第一节宋代“诗史”说的历史分期
第二节仁宗末年到哲宗初年（1060—1090）间“诗史”概念的内涵
第三节徽宗、钦宗朝（1101—1127）“诗史”概念的内涵
第四节南宋至元初（1127—1286）“诗史”概念的内涵
第五节宋末元初“诗史”概念的运用
第3章　走出杜诗：明代“诗史”理论的建构
第一节明初至前七子对杜诗叙事的看法
第二节明中后期复古诗论对“诗史”概念的讨论
第三节复古诗论对“诗史”概念起源的考证
第4章　“情景交融”理论中的王夫之“诗史”说
第一节 “诗不可以史为”
第二节 “诗史”的标准
第三节“情景事合成一片”：王夫之“诗史”说的理论基础
第5章　明清之际“以诗为史”阅读传统的确立
第一节诗本于史：钱谦益、黄宗羲等人的“诗史”说
第二节诗之用“有大于史者”：施闰章　、屈大均、方中履等人的“诗史”说
第三节笼罩在“以诗证史”观念下的清初“诗史”说
附： 诗与史的交涉——钱澄之《所知录》“以诗为史”的书写样态
第6章　清代“诗史”说举隅
第一节“比兴”说
第二节阐发旧说的“诗史”说
第7章　“诗史”说的理论意义
第一节“诗史”的主要内涵和理论意义
第二节“诗史”说与中国抒情传统论述的关系
第三节对“以诗为史”阅读传统的反省
附录一“诗史”的发现与阐释：“诗史”概念的现代研究（1934—2010）
附录二“诗史”问题研究知见书目
附录三历代冠以“诗史”称号的诗人名录
征引文献
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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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抒情传统虽然使得“诗史”说不断地反省和增加诗歌抒情的部分，但诗歌反映现实的观念
非常强大，使得“诗史”说也慢慢地开展出一些抒情传统所无法笼罩的内容：这就是延续白居易为代
表的诗歌忠实记录外在世界的观念，这个观念在宋代“诗史”说中已经得到讨论，到清初发展到极致
。
诗歌由此成为历史的史料，而写作诗歌就是为了保存历史。
也就是说，到清初的时候，传统诗学中强调作品对于外部世界忠实的模仿很有可能突破抒情传统，形
成另外一套类似于西方诗学中的模仿（Mimesis）理论。
口但与此同时，另一条发展线索也表明，从宋代苏辙开始经过明代何良俊直至清代的王懋兹，均对元
白诗歌的叙事有所批评，可以看到诗论家对于诗歌忠实记载现实有着很多的不满，其根本原因在于他
们认为元白的诗歌缺失了诗歌本身的美感。
这种模仿理论和抒情传统的冲突，直到清代才得以解决。
清代大量的诗歌笺注者利用以诗证史的方法来阅读诗歌，开始重新重视诗歌的文体特征，强调诗人通
过比兴、美刺来微婉地传达对现实重大事件的看法，从而将强调模仿的“诗史”说重新纳入抒情传统
之下。
可见，“诗史”说虽然一度强调诗歌忠实记录外在世界，但终因与强大的抒情传统完全背离，因此难
以充分发展出一套模仿理论。
 尽管如此，经过不断争辩，诗歌要在保持抒情美学特征的基础上记载现实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这种观念，因为同时满足了抒情传统与诗歌模仿现实的需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不仅影响到诗歌的创作，而且还影响到后世阅读诗歌的习惯，并慢慢与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等观念结
合起来，形成一套“诗史互证”的学术研究方法。
口这种研究方法，经过近代学者陈寅恪的发挥，其影响一直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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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是我所见讨论“诗史”这个文学观念最为详切深明的著作。
是书从《本事诗》开始，往下搜罗了两宋到明清重要的“诗史”论述，提其要，钩其玄，既“读人，
也能“读出”。
张晖于细致剖析“诗史”这个概念之时，常常将相关论述放置在中国诗学的“抒情传统”主潮中思考
，指出两个论述传统往往互为作用，或者互相牵制。
这种“诗史”与“抒情”关系的观察最能启发人思，相信对往后学界于中国批评观念以至文学思想的
探索，有很大的帮助。
　　——陈国球　　　　张晖这部著作，不仅在文献上下了一番深挖的功夫，广泛地占有史料，更本
着尊重历史复杂性的态度，力求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把握不同时代人们对“诗史”的不同理解，完整
地勾画出中国文学批评史与“言志”韵抒情传统并立的另一个“诗史”的纪实传统，并对二者的关系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全书征引文献丰富，分析透彻，在对《本事诗》、明代复古诗论及清初王夫之、钱谦益“诗史”观念
的讨论中均提出饶有新意的结论。
　　——蒋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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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诗史"传统》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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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本书是我所见讨论“诗史”这个文学观念最为详切深明的著作。
是书从《本事诗》开始，往下搜罗了两宋到明清重要的“诗史”论述，提其要，钩其玄，既“读入”
也能“读出”。
张晖于细致剖析“诗史”这个概念之时，常常将相关论述放置在中国诗学的“抒情传统”主潮中思考
，指出两个论述传统往往互为作用，或者互相牵制。
这种“诗史”与“抒情”关系的观察最能启发人思，相信对往后学界于中国批评观念以至文学思想的
探索，有很大的帮助。
 ——陈国球 张晖这部著作，不仅在文献上下了一番深挖的功夫，广泛地占有史料，更本着尊重历史
复杂性的态度，力求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把握不同时代人们对“诗史”的不同理解，完整地勾画出中
国文学批评史与“言志”的抒情传统并立的另一个“诗史”的纪实传统，并对二者的关系提出了自己
的看法。
全书征引文献丰富，分析透彻，在对《本事诗》、明代复古诗论及清初王夫之、钱谦益“诗史”观念
的讨论中均提出饶有新意的结论。
 ——蒋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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