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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诗文乃古代文学之大宗，而诗文评则是古代文学批评之大宗。
《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丛书：诗文评的体性》以传统诗文与诗文批评为主要研究对象，讨论“诗文评
”作为一种批评文体的特性，鉴于“诗文评”在批评史学科中的主流地位，这种特性也带来了中国文
学批评史的重要学科特性。
《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丛书：诗文评的体性》分上、下两编，上编九章为传统诗文评的源流考察，将
古典形态的诗文评与现代形态的批评史融通而论，侧重从学术史、学科史角度来宏观研讨，探索古典
形态诗文评向现代形态批评史的发展轨迹；下编十四章为历时考察，契合“诗文评”的名义，大体以
时代为序，就诗文评研究的个案或专题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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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玉平，男，1964年生，江苏常州人。
复旦大学文学博士（1995）。
现为中山大学文学系教授（2002）、博士生导师（2003）。
入选教育部首届“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广东省高校系统“千百十工程”和宣传系统“十百千
工程”等人才工程。
获多项省部级科研奖项。
出版《中国古典诗学研究》等著作多种，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华文史论丛》、《词学》等刊物
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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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作为实体概念和属性概念的“体系”　　“体系”原意是指若干有关事物互相联系互相制约
而构成的一个整体。
从其能指的一般意义表述中，我们可以总结和归纳出其作为体系的共同特点：作为对象的诸要素之间
既可以互相联系，又可以互相制约，并可以自足地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对照而言，“文论体系”当也是指有关文论中若干概念、范畴、观点和命题等具体内容之间互相联系
互相制约而构成的一个有机的理论整体。
作为言说对象的文论中所包含的概念、范畴、观点和命题等具体内容的有机性，即联系性、制约性和
自足性，既是其可以构成体系的特点和条件，同时也是判断其体系是否存在的标准和依据。
　　“体系”一词，是一个具有多重指向能够贯通二元世界的语言符号。
它是指若干有关事物或某些意识相互联系而构成的一个整体。
其所关涉的对象起码应该居于两个世界：一个是居于客观世界的若干有关事物相互联系而构成的一个
整体；一个是居于主观世界的某些意识相互联系而构成的一个整体。
而文论作为一种精神客体，在探讨其体系问题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承载和维系其存在并使其得以彰
显和呈现的话语及文本的体系问题。
鉴于作为文论物质载体的话语及文本乃是文论的外在表现，所以言及文论体系时，可以将文论自身的
思维体系称为文论的内在体系，将其话语及文本的体系称为外在体系。
外在体系与内在体系之间，在存在问题的关系上，表现为一种充分而非必要的条件关系；而内在体系
与外在体系之间，则表现为一种必要而非充分的条件关系。
概括而言，二者之间是一种现象与本质的关系。
因此，尽管言及文论的体系，同时可以并涉其内在体系和外在体系，但既然文论在本质上属于一种精
神客体，那么，我们通常所说的文论体系，当专指文论的内在体系；文论体系的有无问题，也应该是
指其内在体系有无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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