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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初盛唐礼乐文化与文士文学关系研究》以初盛唐礼乐文化的构建和各时期国家文艺政策的制定为阐
述前提，对文人活动和文学作品进行综合考察，探索文士的实际行动、演绎文人积极参与札乐建制的
过程、诠释礼乐文化观照下的不问文学形态、寻绎作品所体现的文学风格与文化本源的关系，最终揭
示礼乐文化对初盛唐文学发展的深远影响。
《初盛唐礼乐文化与文士文学关系研究》对初盛唐礼乐文化的发展情况进行了细致钩稽和详细论证，
可弥补目前学术界对初盛唐时期文学与礼乐文化发展、演进研究之不足；对初盛唐礼乐文化语境下文
人的参与、文学创作及其特色也有较具体地论述和分析。
本书由赵小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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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小华，女，1976年生，四川宜宾人。
2007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获博士学位。
主持教育部社科规划青年项目、广东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各一项，作为主要参与者参与全国社科基金
项目、全国高校古委会古籍整理项目、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
在《文史哲》、《学术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现为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研究员，从事文史哲类学术稿件的审稿编辑工作和唐宋文学与社会文
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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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现实政治操作　　儒学自从从汉代独尊的地位上跌落下来后，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低谷，
直到隋末唐初仍未恢复元气。
儒学的长期萎靡不振不仅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也不利于唐初大一统局面的形成。
所以，唐朝统治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扶持儒学，力争恢复其在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
从政权的巩固和治理来看，在三教中，佛、道皆引人出世，不能直接用来施政和治民；儒家的纲常伦
理，却是维护封建秩序所不可或缺的，所以唐代历朝的统治者，无不采取“儒为教化之本，学者之宗
”①的政策，尽力恢复和保持儒家思想在精神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使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体
现在政治、法律、经济、教育等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
　　客观来说，唐代前期在哲学家的贫困和哲学家思想的贫困两个方面共同表现出一种“哲学的贫困
”。
儒学思想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情况也类似于此。
②由于学术活动的滞后性和积累的需要，初唐时期的儒学发展，并不直接体现为学术领域和思想范畴
的进步，而主要是在实际操作层面的促进。
这一点，常常为人们所忽视。
如果说学术的发展可以归结为坚守、传承和创新等阶段的话，初盛唐时期的儒学。
　　①《旧唐书》卷八十一《刘祥道传》。
　　②杨荫楼认为：唐代前期由于社会的安定，缺乏震撼人心的社会大问题；统治者重视政治，致使
政治思想发达而哲学思想平庸；经学的统一，使经学走上了僵化的老路，禁锢了人们的思想；科举制
考试内容的硬性规定，有很强的导向作用，限制和阻碍了哲学思想的深入和发展；唐前期中国传统思
想对佛学的融合改造尚未完成，佛学理论还未被纳人到中国的传统哲学之中等五方面的原因，表现出
哲学的贫困，其中包括了儒学的贫困。
参见《唐代前期中国哲学的贫困》，《烟台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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