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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部唐诗学史当以在历史上起过较大影响并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唐诗观为其枢纽，在横向和纵向两个方
面展开。
横向上，应探究作为接受范式的唐诗观与接受主体、接受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互动作用在
阅读、批评、写作各个环节(选、编、注、考、点、评、论、作诸种形态)上的显现；纵向上，则应着
重考察唐诗观自身的流衍变化，包括不同观念、范式间的对立、交渗、转换和兴替的过程。
这样一纵一横、一经一纬，便可交织出一幅生动活泼而又脉理分明的图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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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在这种情况下，研讨声律并在创作实践中示人以规范，使声韵逐渐推广开来，使人们逐渐精
于此道，宫廷诗人功不可没。
从太宗贞观后期到武后长安末年约六十余年的时间里，涌现出一大批探讨诗歌声律、病犯、属对等技
巧问题的诗学论著，如佚名的《文笔式》、《诗格》、《诗式》，上官仪的《笔札华梁》，元兢的《
诗髓脑》，崔融的《唐朝新定诗格》，旧题李峤《评诗格》等。
其后天宝年间又有旧题王昌龄的《诗格》。
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一书中，考及自唐初至安史之乱前的唐前期这一时间段里，唐人诗格论
著共九种，除上述八种外，尚有旧题魏文帝撰《诗格》。
我们择其要者略加介绍。
首先应该注意的是宫廷诗人、诗论家上官仪。
上官仪（约607-664），字游韶，陕州陕县人。
《旧唐书》本传称，上官仪“本以文彩自达，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
仪既显贵，故当时多有效其体者，时人谓为‘上官体’。
上官仪之诗以“绮错婉媚”为特征，其内容多为应制奉和，其诗在当时诗坛影响甚大。
刘慷《隋唐嘉话》载：“高宗承贞观之后，天下无事。
上官侍郎仪独持国政，尝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咏诗云：‘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
鹊飞山月晓，蝉噪野风秋。
’音韵清亮，群公望之，犹神仙焉。
”可见其诗之工美，其受人仰慕敬重之甚，也可窥见“上官体”之流布影响。
他在唐诗学上的创建集中反映在其诗学论著《笔札华梁》中。
《笔札华梁》在南宋之前已佚，但南宋初年旧题蔡传所编《吟窗杂录》卷一所收之魏文帝《诗格》，
校以《文镜秘府论》有关内容，十之八九出于《笔札华梁》和《文笔式》，并与李淑《诗苑类格》引
述的上官仪之说能相印证。
张伯伟参校各种见在文献，得其大体，录于《全唐五代诗格汇考》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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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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