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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之初，各高等学校文科都开设了中国古代文论方面的课程；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学生阅读古
文的能力比较差，师资力量也显得薄弱。
因此，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便联合了17所高校的古文论教师编写出《中国古代文论名篇详注》
和《中国近代文论名篇详注》两部教材，在几经讨论修改后先自行印刷，供编写单位试用。
在经过申请被列入国家教委1985-1990年高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以后，又进行了认真的加工，分别由上
海古籍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
    这两部教材出版之后，曾在编写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漆绪邦、梅运生、张连第三位教授和我商量，打
算在整理我国古文论遗产方面继续努力，撰写一部上起先秦、下迄晚清的《中国诗论史》，仍推我任
主编。
经过申请，这一课题被列入国家教委“八五”重点科研资助项目，使我们深受鼓舞。
    我们如此选题，出于两种考虑。
第一，如果撰写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则涉及面太广，我们很难胜任；这类著作已经很多，我们也很
难有新的开拓。
第二，当时尚无全面系统的中国诗论史著作，而这样的著作涉及面相对集中，有利于以简御繁，触类
旁通。
    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歌是中国最早的也是最基本的文学样式。
作为最基本的文学样式，不仅产生了脍炙人口的唐诗、宋词、元曲，而且被其他各种文学艺术样式所
利用。
例如以元人杂剧和明清传奇为主的戏剧，除了比重极小的宾白，便是曲--唱词，所以一般不叫戏剧而
叫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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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诗歌被我国其他各种文学艺术所利用，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是：诗情、诗意、诗美，
是我国一切文学艺术的本质和灵魂，甚至是数千年中华灿烂文化的本质和灵魂。
中华民族从《诗经》、《楚辞》以来创造了无数辉煌瑰丽的文学艺术珍品，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
而那无数文学艺术珍品，其中的诗歌当然是诗情、诗意、诗美的集中体现；其中的散文、戏剧、小说
、音乐、绘画等等，也无不洋溢着诗情、诗意、诗美。
苏轼称赞王维“画中有诗”，鲁迅推崇司马迁的《史记》是“无韵之《离骚》”，类似的评论很多，
无烦辞费。
    正因为中国诗歌与其他中国文学艺术有如此密切的联系，所以中国诗论中的物感、神思、风骨、情
采、兴寄、兴象、意象、情境、意境、气韵、滋味、兴趣、性灵、情景、神韵，以及味上之旨、韵外
之致、言外之意、象外之象等许多概念、范畴和术语，或适用于其他文学艺术，或与其他文学艺术理
论相通。
这一切，也正是中华文化民族特色的突出体现。
    基于上述种种考虑，我们决定撰写一部体现中国特色的《中国诗论史》，为增强当前诗歌创作的民
族特色服务，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服务。
    在撰写《中国诗论史》的准备阶段，我们对历代诗词曲论专著进行逐一研究。
凡重要者介绍其作者、时代和版本情况，概述其主要的理论内容，评价其在中国诗论史上的地位；凡
理论价值不高者则列入“存目”，只作简介。
全书分诗论、词论、曲论三类，各按成书先后编排，包含诗论专著302种，词论专著104种，曲论专
著31种，总计437种。
取名《中国历代诗词曲论专著提要》，由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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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诗论史：上　序　第一编 先秦两汉诗论　概说　　第一章 中国诗论的滥觞和“诗言志”说的提
出　　　第一节 中国诗论的滥觞　　　　　第二节 春秋赋诗、引诗和“诗言志”说的提出　　第二
章 儒家诗教的建立——孔门诗论　　　第一节 孔子及其思想　　　第二节 孔门诗论　　　第三节 孔
门诗论的评价和影响　　第三章 战国诗论　　　第一节 战国墨、道、法、杂诸家诗论　　　第二节 
孟子论《诗》　　　第三节 荀子论《诗》　　　第四节 屈原诗论　　第四章 汉代今文经师的《诗》
学　　　第一节 三家《诗》　　　第二节 刘向的《诗》论　　　第三节 《礼记》论诗　　第五章 《
毛诗》和郑玄论《诗》　　　第一节 《诗》毛氏传　　　第二节 《毛诗》序　　　第三节 郑玄论《
诗》　　第六章 汉代非正统诗论　　　第一节 《淮南子》论诗　　　第二节 司马迁论诗　　第七章 
汉代屈原论　　　第一节 西汉屈原论　　　第二节 班固和王逸论屈原　第二编 魏晋南北朝诗论　　
概说　　第一章 曹魏诗论　　　第一节 曹丕、曹植的诗论　　　第二节 阮籍、嵇康的乐论　　第二
章 两晋诗论　　　第一节 陆机与西晋诗论　　　第二节 东晋评诗的风气与葛洪、李充的诗论    第三
章 诗学日尊与诗体的律化——文笔之辨和诗的声律说　　　第一节 文笔之辨与诗学日尊　　　第二
节 永明体与声律论　　第四章 南北朝诗论派别的分野（上）　　　第一节 古体、今体与宫体之界别
与论争　　　第二节 本之雅什，兼重缘情绮靡——沈约、萧子显与萧绎　　第五章 南北朝诗论派别
的分野（下）　　　第一节 萧统与《昭明文选》　　　第二节 颜之推与北朝诗论　　第六章 刘勰的
诗学巨著《文心雕龙》（上）　　　第一节 刘勰与《梁书·刘勰传》　　　第二节 “文之枢纽”与
“唯务折衷”　　　第三节 “剖情析采”与“以裁厥中”　　第七章 刘勰的诗学巨著《文心雕龙》
（下）　　　第一节 以构思为中心的创作论——《神思》兼及《养气》　　　第二节 对体制风格的
认知与创作规范——《体性》与《定势》　　　第三节 批评论中的“圆照”、“博观”、“六观”和
“见异”——《知音》　　第八章 钟嵘的评诗专著《诗品》　　　第一节 钟嵘的身世和《诗品》的
体例　　　第二节 明体与评诗的理论体系　　　第三节 评体与评诗的标准和审美原则中国诗论史：
中中国诗论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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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九章清代词论（下）（附曲论）    清代词学的发展与词派的更替，是与政治社会的变化紧密联系的
，而社会的发展与政治的兴替，又常常首先反映在哲学思想变化上。
在中国文化思想处于支配地位的经学思想，是中国思辨哲学的集中体现。
中国文学思想的内涵，又常常是以哲学亦即经学思想为其内核的。
清代的经学，据皮锡瑞的《经学历史》的阐释，又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国朝经学凡三变。
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
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鲜，说经者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
嘉、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易》尚虞氏以求孟义，《书》宗伏生、欧阳、夏侯，《诗
》宗齐、鲁、韩三家，《春》宗《公》、《谷》二传。
汉十四博士今文说，自魏、晋沦亡千馀年，至今日而复明。
    张惠言兄弟于嘉庆二年编刻的《词选》，是常州派初发轫的标志。
乾嘉之交，正是清王朝由盛转衰的一大转折，经学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康乾时代的承平景象以及
适应这种承平之世的文治--《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大型类书，都相继编纂成册。
通训诂，重考证的古文经学就盛行于世，形成了有名的乾嘉学派。
歌颂这个承平之世的以醇雅精工为审美原则并兼重用典的浙西词派，也应运而出，并长期统治着清代
前期的词坛。
乾隆后期，政治腐败，贿赂公行，各种衰败的迹象已经出现，大动乱的征兆也已显示。
以揭露和批判黑暗现实著称的长篇巨著--《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就产生在这一现实之中。
嘉庆初年，广开言路，招纳贤才，更新吏治，是政治变革的一种努力。
重视微言大义和经世济用思想为一重要特征的今文经学，开始受到人们的青睐并盛行起来。
文士们的忧患意识、未雨绸缪甚至是“己溺己饥”的切肤之感，也出现在他们的著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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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霍松林先生的主持下，我们从1988年开始进行中国诗论史的研究和撰写工作。
在此前的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论的教学科研工作中，我们对中国古代诗歌和诗论就多有了解。
我们深深感到，中国之所以是诗的国度，不仅因为诗歌本身的发源早，数量多，质量高，还因为诗歌
对其他文学体裁，诸如散文、骈文、戏曲、小说等，都有很深的影响和渗透作用，诗歌浸润了整个中
国古代文学，形成了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诗化的特点。
这是中国古代文学有别于世界其他国家文学的一个明显的特点，也是一大优点。
对此，霍松林先生在本书的序中已作了精辟的阐述。
与此相联系，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对诗歌的评论，也是起始最早，数量最多，质量最高，而且诗论对
其他文体的理论，从概念、范围到一些重要理论命题的形成，其影响也都是显而易见的。
这与西方文论以戏剧、小说理论批评为主体所形成的特点，有明显的不同。
因此，抓住了中国的诗论，也就抓住了中国文论的牛鼻子，也有助于登堂入室，探本求源，更深层次
进入中国文论。
我们是基于这样的感受和认识，投入这个课题的工作的。
    这个课题的预期成果，是如下两部书：《中国历代诗词曲论专著提要》和《中国诗论史》，前者早
已在1991年出版。
自《提要》出版后，又用了十一二年的时间，《中国诗论史》才得以撰写成稿。
撰写的时间所以拖得这样长，不仅因为执笔者教学科研任务繁重，不可能全力以赴撰稿，还因为要写
好一部中国诗论史，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并不是咄嗟可办的事情。
由于诗论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突出地位，历来为文论史研究者所重视，在许多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
史中，对诗论的论述都要占很大的比重，诗论研究的单篇论文及专题著作更是浩如烟海。
我们撰写中国诗论史，对既有的研究成果当然应该充分尊重，用心参考，但我们又不能人云亦云，随
人作计。
从主观愿望说，我们希望这部书稿能有自己的特点，能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创获。
在这方面，我们体会到，最重要最基础的工作，是对古人原著的认真研读，不但要认真研读诗论专著
和有关诗论家的所有著作，还要认真研读与诗论相关的思想文化方面的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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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诗论史》对历代诗词曲论专著进行逐一研究。
凡重要者介绍其作者、时代和版本情况，概述其主要的理论内容，评价其在中国诗论史上的地位；凡
理论价值不高者则列入“存目”，只作简介。
《中国诗论史》分诗论、词论、曲论三类，各按成书先后编排，包含诗论专著302种，词论专著104种
，曲论专著31种，总计437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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