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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论宇文所安的唐代诗歌史研究》是在作者陈小亮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书中包括了初
盛唐诗与非虚构传统、现代性视阈下的中唐诗歌与诗学、诗与经验的时间间隔与模拟理论、晚唐诗歌
与诗学等内容。
　　《论宇文所安的唐代诗歌史研究》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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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小亮，女，1974年生，江西新余人。
1995年浙江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2002年浙江大学美学专业硕士毕业，2009年浙江大学文艺学专业博
士毕业。
曾在《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当代电影》、《浙江学刊》等核心刊物上发表过多篇学术文章。
从事过编辑、记者、秘书、广告创意、销售等不同职业，现为宁波工程学院人文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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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尽管在时期的划分及对文本权威的怀疑上观点基本一致，宇文所安与内藤湖南对“中世纪”
一词的使用却是完全不同意义上的。
内藤湖南对中国中世的划分并非是西方理论的套用，他认为，“像中国文明这样的，才应该看作是标
准的历史发展形态，欧洲与日本的发展模式倒是非标准的特殊形态。
因此，内藤对中国历史上上古、中世、近世的划分，并不追求与欧洲、日本所用的上古、中世、近世
的概念相一致的标准，从而避免了像当时有些学者那样陷入西方理论的教条，进行硬性套用的做法，
而是坚持了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依据出发的立场。
由此，他发现，中国历史上存在过两次文化性、历史性的重大转变，即汉末、魏晋南北朝之际及唐宋
之际。
⋯⋯以这两个过渡期为分水岭，就将中国历史分成了三个阶段”。
内藤的“中世”立足点在中国，而宇文所安显然是有意以西方为借镜，明确告诉读者他使用的是“一
个欧洲的词语”，而且叙述的口吻也是从西方立场出发的，是“欧洲从中世纪进入文艺复兴时期，和
中国从唐到宋的转型，其转化有很多相似之处，也存在深刻的差别”，而非唐宋转型与欧洲文艺复兴
时期相似。
关于对“近世”或者说“近代”一词的理解，内藤与宇文所安也是不完全相同的。
我们现在所运用的“近代”一词，源于欧美语境中的“Modern”，“早期的英文意涵接近cotemporary
，其意为现在所存在的事物或此时此刻。
古代与现代的传统对比，在文艺复兴之前就已确立；从15世纪以来，一个中间的或中世纪的时期开始
被定义。
从16世纪末期以来，Modern所具有的相对历史意涵变得普遍”。
在内藤所处在的时代，日语中用近世一词对应Modern所含有的这些意义，有时也用“近代”一语代替
“近世”。
而在当今的日本学术界，则似乎把Modern又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是“近世”，后期是“近代”，而“
近代”一词更对应于Modern的原本的意义。
在中国学术界，也多用“近代”一词来对应Modern而几乎不用“近世”。
内藤的近世（有时也用近代）正是借用了那个时代普遍使用的“近世”这一概念，但又不完全等同于
欧美语境中的Modern，或今天日语中的“近代”。
他所指陈的“近世”的意义，是说宋代开始定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的基本类型，以及当时所达
到的文化、艺术生活的水准，在中国直到清代结束以前一直延续着。
中国进入近代社会有两个标志：其一是平民发展的时代，中国在平民时代之前，是贵族时代、六朝到
唐的贵族兴盛的时代，君主与平民都受到贵族的压制，没有应有的实际权力。
到唐宋之际贵族衰颓，君主和平民才同时从贵族手上获得解放。
其二是政治的重要性减退。
从政只是保障生活、著述留名的手段。
宇文所安既然在“中世纪”的本初意义上使用这一词汇，那么他所谓的“中世纪”的终结就意味着“
现代”的开始。
宇文所安对内藤湖南学说不经意的立场转换将内藤湖南潜在的问题暴露无遗：一是以文化为标准来进
行时代划分的问题。
内藤湖南学说内部存在的吊诡是，在历史分期上以“文化发展的波动大势”为划分标准；在论唐宋之
际的变迁时，又以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因素为标准作综合分析，甚至是以政治的变迁为基础。
如宇都宫清吉所言，“内藤虎次郎首先替东洋史下定义，以为应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须加一
条件，‘中国文化’必须从最广的意义上去理解，这个中国文化，包含了作为文化基础的社会经济发
展，也包含了文化在社会经济上所起的作用。
不应忘记，这种文化是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长期共存又长期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
宇都宫的理由很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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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时代以民族、文化、地域为标准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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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论宇文所安的唐代诗歌史研究》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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