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王世贞文学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王世贞文学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101084276

10位ISBN编号：7101084273

出版时间：2011-12-19

出版时间：中华书局

作者：郦波

页数：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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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王世贞文学研究>>

内容概要

　　《中华文史新刊：王世贞文学研究》作者从文学、政治、史学、宗教和文化诸因素出发，重点剖
析了王世贞在文学思想与创作上的特色与成就，揭示其文化心态与审美心态发展的内在脉络，强调了
王世贞在明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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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而“非同时诸家可比”的地方，正体现为一种辩证而准确的审美认识。
大历以后，唐诗有平庸靡弱的倾向，韩愈、李贺等人欲以奇险纠偏。
李贺诗意境奇崛，构思独特，言辞瑰丽，自成一格。
王世贞所说的“出人意表者”，正是对此而作的充分肯定。
但李贺诗同时又有过分求奇求怪的倾向，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也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了“奇过则凡”
与“老过则稚”的弊端。
从美学的高度看，王世贞指出的问题正是创作中“过犹不及”的艺术规律的表现，所以其见解深刻而
发人深省也就不难理解了。
再如，王世贞作为一个坚定的复古论者，虽然在复古主张上也有着极端的表现，但在面对具体的文学
遗产时却能客观辩证地作出具体的分析。
王世贞和七子派其他成员一样，都是力主“诗必盛唐”的，但同时他也强调，学诗者“骨格既定”之
后，齐梁诗与宋元诗“亦不妨看”③，反之，目光不免狭隘。
所以《艺苑卮言》卷一称：“世人选体，往往谈西京、建安，便陶、谢，此似晓不晓者。
毋论彼时诸公，既齐梁纤调，李杜变风，亦自可采。
贞元而后，方足覆瓿，大抵诗以专诣为境，以饶美为材。
师匠宜高，捃拾宜博。
”“师匠宜高，捃拾宜博”是王世贞最为人称颂的文论观点之一，科学的论断源自于科学的认识，不
难看出，对艺术辩证规律的准确把握是王世贞立论的基石。
莱辛说过：“真正的批评家并不是从自己的艺术见解来推演法则，而是根据事物本身所要求的法则来
构成自己的艺术见解。
”④从具体的艺术批评实践来看，对艺术规律与艺术本质的深入体味与把握是王世贞作出审美判断与
形成理论认识的基础，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格调与意法等理论也才有不凡的理论与实践价值，而不应
简单地把它们视为造成复古流弊的根源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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