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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薛永武编著的《乐记与中国文论精神》梳理了《乐记》与中国文论发展史的关系，深入论述了《乐记
》包涵的基本精神和对中国文论精神的影响，思路清晰，内容丰富，结构较为完整。
同时，运用阐释学的研究方法对于《乐记》进行系统的全方位研究，对《乐记》与中国文论精神进行
比较全面深入的系统研究，深入探讨《乐记》对中国文论发展史的多重影响，这对于把握中国文论的
发展走向具有一定创新性和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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