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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唐元和诗歌传播接受史的文化学考察（套装上下卷）》主要内容包括：中晚唐五代时期、两
宋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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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尚永亮，1956年生。
1982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
199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
现为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珞珈学者特聘教授，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柳宗元研究学会会长、湖北省屈原学会副会长等。
曾先后赴日本各占屋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德国特里尔大学、法国巴黎第七大学、马来西亚拉
曼大学、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逢甲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等高校进行学术访问和讲学，并兼任海
内外多所大学客座教授。
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为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主要从事汉唐文学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出版专著10余部，主编多部丛书和教材，发表学术沦文170
余篇。
承担国家、教育部、陕西省、湖北省、“211工程”社科基金项目及横向课题多项，其论著及参编教材
先后获教育部、陕西省、湖北省、北京市人文社科研究一、二、三等奖及国家图书奖、中南五省区人
民出版社优秀图书奖1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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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社会文化原因　　　一、接受贾岛的诗人群体与接受内容　　　二、“贾岛现象”的社会文化的原
因　　⋯⋯第二篇　两宋时期第三篇　金元时期第四篇　明清时期第五篇　选本与元和诗考察第六篇
　元和诗歌百年研究述论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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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出入于儒释道而在晚年尽享闲适人生的自居易在唐末五代也有不小的影响，继而通过苏轼等宋代士人
的发扬，建立了封建士大夫的典型互补心态模式。
贾岛与自居易同在晚唐五代风行，就此而言二者是共通的。
这可以解释唐以前的来世何以未出现类似的“贾岛现象”。
三是在苦吟中追求精神价值的实现。
士人在退守心灵时为了体现自己的个体价值，往往通过苦吟的方式来展现。
这种展现并非带有功利性目的，而单纯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
四是文艺意趣向小、巧、淡、闲方向发展。
学贾一派的诗歌艺术风貌的形成，固然与上述社会原因有关，但也有文艺本身的因素。
就文人审美意趣而言，唐以后在诗歌、绘画、雕塑、书法等艺术的发展中都体现出向小、巧、淡、闲
方向的发展，恢弘开张的气魄已经不是主流，如诗歌中对王孟山水田园一派的趋好，绘画中水墨画的
发达，雕塑中淡雅洁净之风的扩展，书法中对晋唐法度的超越与笔墨意趣的追求等，都展现出了这一
倾向。
这种审美趋好与其他因素结合到一起，很容易导致向贾岛寒瘦、精巧、枯淡一路的学习，而其流弊则
在于琐碎、卑弱。
五是出于矫正其时诗弊的需要。
贾岛本身的创作即有矫正诗风的因素。
五代人王定保《唐摭言》云：“元和中，元白尚轻浅，岛独变格入僻，以矫浮艳；虽行坐寝食，吟味
不辍。
”由于历史的演进和文学的发展具有某种相似性，遂导致各相似时代必然会有一批人学习贾岛，借以
抵制和矫正当时的诗坛流弊。
如宋末四灵反对江西诗派的滞重呆板，以贾姚轻灵闲淡矫之；明末竟陵派反对前后七子模拟盛唐、手
足被缚和公安派的浅率，以韩孟诗派主观师心、幽峭的创作倾向来矫正。
这种意识明确的创作观念，往往也会带来矫枉过正的弊端。
元初方回、清初钱谦益分别对宋末四灵、江湖诗人以及明末竞陵派的批判，便是针对这些学贾过度所
形成之弊端而发的针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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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与两年前出版的《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相似，这又是一部开题早、结项晚的书稿。
有志于研究元和诗歌的传播接受，应是十多年以前的事了。
2001年，因为机缘的巧合，此一课题人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五"规划项目，而后又得到教育部“211
工程”项目基金的资助，遂进人撰写阶段。
最初的设想是：既考察元和诗歌在后代的传播接受，亦考察元和诗人接受前代诗人的情况，是为"双向
接受"。
然而，在具体撰写中才发现，这样一种设想所涉及的范围实在过于宽广。
因为相较单个诗人的研究而言，元和诗人群十位大家、名家的研究在难度上已加大了不少，而其在中
晚唐、两宋及金、元、明、清的传播接受史长达千余年，重要接受者不下百人，相关评论和要查阅的
文献资料更是多不胜数，要真正搞清不同时期的接受环境及其发展变化、不同接受者的态度向背及其
深层原因、不同接受线索的先后传承及其缠绕纠结，就更为费力了。
在这种情况下，似已无暇再将元和诗人接受前人的内容纳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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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唐元和诗歌传播接受史的文化学考察(套装上下卷)》是武汉大学术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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