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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陈建华同志的唐代文学研究论著《唐代咏史怀古诗论稿》即将出版，他嘱托我为该书写一篇序，
出于我们的交谊，我欣然应允了。
　　我与建华相识多年，他于1982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到韶关学院中文系工作，长期任教
中国古典文学及中国文化史等课程，1998年开始担任中文系副主任。
2002年9月，他调往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工作，现任人文教育系主任。
本书是他在中国古典诗歌研究方面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艾略特说过：“历史感蕴涵着一种领悟，不仅意识到过去的过去性，而且意识到过去的现在性。
”任何一位作家，都不可能生活在超现实的时空里，他必须进入到历史时间的隧道中进行思考和探索
，他的创作也就必然带有历史的因子。
一个具有历史感的诗人，他不仅要成为过去所发生事件的见证人或追忆者；而且，他也要参与、承续
并发展着文学的传统。
而要承续和发展传统，诗人就必须站在时代的视点上，运用自己的知识视野、历史眼光和审美判断，
去对相关人物、事件作出思考和评价，留给后人更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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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唐代咏史怀古诗论稿》首先探析了咏史怀古诗的发展源流，力求显示出自《诗经》、《楚辞》
以来中国文人心目中自觉形成的历史意识，并把这一时期确定为咏史怀古诗的滥觞期。
对于汉代和魏晋南北朝的咏古诗，重点突出左思“寄情出处、托之史事”的“变”的特征。
对曹植、阮籍、鲍照、陶渊明等诗人在咏史怀古诗上的创作特点及其成就，也有较为准确的定位、分
析和评价。
在论述过程中，《唐代咏史怀古诗论稿》尤其注意揭示咏史怀古诗从开始的寄生于史料，到逐步游离
于史料，再到把史料变成情志寄托的工具这一演化的轨迹，突出了咏史怀古诗由史学附庸走向诗学本
体、最终回归到诗心的重要历程。
　　《唐代咏史怀古诗论稿》的下编，挑选并汇编了作者的一部分专题论文。
这些论文选题比较集中，论述有所侧重，行文流畅，征引繁富，观点稳妥，不乏新意。
对前部分的纵线论述，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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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魏中林上编 咏史怀古诗纵论第一章 咏史怀古诗的主要体式第一节 传体咏史诗第二节 比体咏史诗第
三节 “赞体”、“论体”咏史诗第四节 怀古诗的含义第五节 怀古诗与咏史诗的联系第二章 先唐咏史
怀古诗概述第一节 《诗经》、《楚辞》的咏古诗第二节 汉代的咏古诗第三节 魏晋的咏古诗第四节 南
北朝的咏古诗第三章 初唐的咏史怀古诗第一节 唐太宗时期的咏史怀古诗第二节 武后、中宗时期的咏
史怀古诗第三节 陈子昂的咏史怀古诗第四章 盛唐的咏史怀古诗第一节 朝廷重臣“二张”的咏史怀古
诗第二节 田园诗人的咏史怀古诗第三节 边塞诗人的咏史怀古诗第四节 李白的咏史怀古诗第五节 杜甫
的咏史怀古诗第五章 中唐的咏史怀古诗第一节 大历前后的咏史怀古诗第二节 韩、柳及贞元、元和、
长庆时期的咏史怀古诗第三节 刘禹锡的咏史怀古诗第四节 白居易的咏史怀古诗第六章 晚唐的咏史怀
古诗第一节 黄昏衰世中咏史怀古诗的全面勃兴和咏史专集的出现第二节 许浑、杜牧和李商隐的咏史
怀古诗第三节 晚唐其他诗人的咏史怀古诗第七章 咏史怀古诗的表现技巧第一节 “诗”、“史”的界
限及其相融第二节 咏史怀古诗的时空表现第三节 咏史怀古诗的情景组合第四节 咏史怀古诗的“言志
”与“议论”第五节 咏史怀古诗的修辞运用第六节 咏史怀古诗的结构及构思特色第七节 咏史怀古诗
的辩证法探析下编 咏史怀古诗等专题论文论唐代咏隐士诗的思想性寓兴亡之叹托奇丽之辞——唐人咏
吴越史事诗作概评继承拓展创新——评唐代的咏王昭君诗陶潜——李白诗歌的一个文化情结唐代诗人
的屈子情结历代咏“三良”诗文评述许浑咏史怀古诗得失探试论谢灵运和李白山水诗的文化性格——
兼论李对谢诗的借鉴和超越试论诗学中的翻案问题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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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编 咏史怀古诗纵论　　唐代的咏史怀古诗，一直是我心中缠绕、沉吟和品味的对象，是一个挥
之不去的文化情结。
诗人在诗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像一幅幅亲切的画面，一个个鲜活的场景，让我们看到那个时代生活
的真实面貌。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
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
心的必要条件。
”“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
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
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
”伏尔泰也说过：“人这种类型融化在历史过程中。
人是什么，不是靠对人本身的思索来发现，而只能通过历史来发现。
”人是存在于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它不是抽象的范畴，或是独立的“我思”式的主体，而是自身就必
然有历史意识的主体。
以上这些思想，是我们研读唐代咏史怀古诗的重要指导思想。
我们要改造社会，开创新生活，追求美好未来，也必须反思历史，以古鉴今，从中寻找有用的历史经
验和人生智慧。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唐代咏史怀古诗论稿>>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