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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繁盛的时代，是文化昌明的时代，也是诗的时代。
唐诗作为文献资料的渊薮，包含着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古今学者们为之研究、撰作的论著至为繁多
，使人们对唐诗的解读和领会日益深刻，这确实是学术研究做出的重大贡献。
从唐诗研究的总体趋势而言，多年来大多是从文学角度去论析唐诗、认识唐诗，而今人们在汲取以往
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推拓研究的视野，提出新的命题进行研究，以使人们能更全面认识唐诗这
座文化宝藏的价值。
李晓明同志以唐诗为对象研究唐代的历史观念，应该说是一种尝试，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不仅挖掘了
唐诗中那部分没有太受到重视的宝藏，也填补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空白，进而扩展了中国思想史的研
究领域。
本书是在作者以往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扩充而成的，体现了作者多年的知识积淀和研究心得
。
李晓明同志多年前随我攻读博士学位之时，就对这个课题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我深知，从唐诗中去研究唐代历史观念这样的课题，是涉及到文、史、哲多学科的选题，对研究者的
要求很高，研究它就是一个挑战。
但同时我也知道李晓明同志兴趣广泛，多年来游走于文、史之间，涉猎颇广，在知识结构和相关业务
知识的储备方面是有相当基础的。
尊重学生的选题，在各个具体研究环节中注意有效的引导，是我多年来所坚持的指导研究生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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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众所周知，唐代是个诗歌的时代。
本书试图通过唐代咏史诗研究当时的历史观念，每个章反映着一种论题点类型的尝试，如：通过选取
金陵和洛阳作为颓废的旧都总结唐代士人的文化思考，在诗歌形式上涉及到了咏史与怀古主题；超越
单纯从诗歌形式上分析咏史组诗的惯常做法，论评其优长和不足，从思想史的角度评析其特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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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二十年来咏史诗理论问题研究  一、咏史诗及其特点  二、咏史诗、怀古诗、咏怀诗及其他  三、
咏史诗的起源和发展阶段  四、咏史诗的价值和意义  五、咏史诗的局限性第一章  咏史诗与旧都的文化
沉思  一、金陵的文化沉思  二、洛阳的文化审视  三、两京的文化关联第二章  咏史组诗述论  一、咏史
组诗的纵向发展  二、咏史组诗的內容形态  三、咏史组诗的思想成就  四、咏史组诗的缺陷第三章  昭
君诗片论  一、反思与评判：对皇朝和亲现实的认识  二、杯酒与块垒：对自身与王昭君的比拟  三、继
承与传承：史实的增益和话题的传承第四章  严子陵诗与唐代隐逸文化  一、元典的状况及其历史演进  
二、唐代严子陵诗的价值趋向  三、隐逸类诗歌的一般情况  四、士人命运的自我观照第五章  从华清池
到马嵬坡：对当代史的记述与评判  一、对盛世的记述与回忆  二、动乱年代  三、教训的探讨第六章  
敦煌变文与敦煌歌辞中的历史观念  一、历史观念与宗教理念的融合  二、对历史的读解与续写  三、往
事的碎片与当世的理念  四、当朝史的民间评断第七章  咏史诗与元典解读  一、背景：元典阅读的状态
 二、老庄：时代精神的参照  三、三史：多义的文化取向  四、杂史：价值观念的评判  五、文集：人
文精神的选择第八章  白居易诗歌中的时空观念  一、宏阔的时空观念  二、因小明大、由此及彼的空间
观念  三、早年意气与追求生命的永恒  四、生命的刻度  五、追寻精神家园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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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咏史组诗的作结在晚唐时期，出现了一些咏史组诗。
有关六朝的陈迹与历史，在这些组诗里排列成串，读之使人感觉到犹如进入了一座历史博物馆，数百
年的历史在这里得以集中浓缩。
它们的大量出现，与晚唐的社会政治现实有着紧密的关系，同样的衰败，同样的动乱，使很多人不得
不想到皇朝兴亡的问题。
诗人们把皇朝变换频繁的六朝作为一个整体去考察，加之自己的现实感受，因此这种感受和体认就显
得特别真切。
这些总结的成就有以下两点：一是六朝历史逐步受到重视。
在组诗的形式还不成熟时，以六朝为吟咏对象的还不是很多，无论是从诗的编排上还是从论题的分布
上看，也都存在着狭隘和不均衡的现象。
虽然如此，其中仍不乏精彩的思考。
在稍后周昙的组诗中，情况就有了改观。
其诗共分十“门”，实际就是十个系列，有关六朝的就有《三国门》、《晋门》、《六朝门》，共三
十余首。
而另一位作者孙元晏存世的七十五首咏史诗，全部是关于六朝的，分为六大类（类似周昙的“门”）
。
计有《吴》十七首、《晋》十六首、《宋》十一首、《齐》十首、《梁》八首、《陈》十三首。
从形式上说，其结构完整谨严。
从内容上说，其涉及的范围是空前的，填补了以往咏史诗在选题上的很多空白。
二是组诗能够把个别和特定的事件、人物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中去考察。
以往的咏史诗多是就单一的或具体的人物和事件进行咏叹感怀，尽管其所咏的主题也大都是历史上的
关键点，其诗中也不乏深邃的思想和精彩的名句，但总是给人以孤立片面的印象。
而咏史组诗却可以尽量避免这种弊端。
这里仍可以周昙和孙元晏的咏史诗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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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作为一个长期接受历史学教育并从事与史学有关工作的我来说，对诗歌的学习是一个新的领域，肯定
会有不“专业”的地方，但同时也可以少去一些框框和思维定势，这也算我的“长处”。
早在读硕士学位期间，我就曾发表过一篇有关诗歌中所反映乱世与呼唤强者精神的文章，那时的尝试
虽然很粗浅，但是这兴趣就像形成了一个“心结”，使我终于可以在攻读博士学位时得以了却。
然而，“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真正进入到了这个领域，才知道有
太多的问题需要去探索，有太多的前人相关研究成果需要去汲取，有很多同时代的贤者需要去请益切
磋，同时自己的知识结构也需要调整。
夸张一点，真可以说是：当年不能通其学，累世难以毕其功。
从这个角度来说，对唐代咏史诗的研究，我所没有涉及到的问题远远要比我涉及到的问题多。
诸如：唐代咏史诗的作者分析、唐代咏史诗主题分析、唐代咏史诗及咏史主题对后世的影响、唐代咏
史诗的基本特点等，都是我曾有思考而未能写出者，有待于我今后的努力。
这部稿子最初的定名为《唐代咏史诗研究》，斟酌再三改成了现在这个名字。
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到，我是用自己界定的“广义咏史诗”的范畴概念进行研究的，这个概念
界定之广（绪论中有表述），可能暂时不一定为学界所接受。
其次我主要是从历史观念的角度去研究的，学理层面上并没有从全方位的角度去考察咏史诗，而对唐
代咏史诗中历史观念的研究，是我对整个中国历史观念学习和研究的一部分。
此外，拙稿的出版，并不意味着我和这个课题的作别，以后若有可能，我将对中国各个断代的咏史诗
继续学习研究。
改用今名也算是为以后预留一个题目，借以勉励自己。
因此用现在这个书名我觉得是准确而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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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唐诗历史观念研究》是在作者以往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扩充而成的，体现了作者多年的知
识积淀和研究心得。
李晓明同志多年前随我攻读博士学位之时，就对这个课题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我深知，从唐诗中去研究唐代历史观念这样的课题，是涉及到文、史、哲多学科的选题，对研究者的
要求很高，研究它就是一个挑战。
但同时我也知道李晓明同志兴趣广泛，多年来游走于文、史之间，涉猎颇广，在知识结构和相关业务
知识的储备方面是有相当基础的。
尊重学生的选题，在各个具体研究环节中注意有效的引导，是我多年来所坚持的指导研究生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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