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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虽然唐诗、宋诗以其不同的风格特征引发了唐宋诗之争，但是，从中国古
典诗歌的整个发展历程来看，唐、宋两代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文学史整体进程。
　　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唐代出现鼎盛局面，而且表现出一个重要的界划，那就是文人诗的成熟与规
范。
同时，在文人诗系统的成熟与规范中，其内部又呈现出多样化的诗美类型与艺术范式。
大体看来，唐代前期艺术精神主要表现为统一性，中期出现巨大的裂变过程，并一直延续到北宋，至
南宋复又形成多重因素的融合重构。
宋以后。
文学史上宗唐祧宋，纷争不绝，唐宋诗之争于是形成批评史上一大公案，而诗歌艺术风貌虽有变迁，
却在总体上不出这两大范式。
由此看来，唐、宋诗风的差异，实即表现为中国文人诗的两种基本范式，而正是由于这两大范式，使
唐、宋二代成为一个完整的文学史时代，其最为显目的标志，就是对中国文人诗辉煌世界的共同构筑
。
　　在这一辉煌的文学史时代中，作为文人诗的创作主体——杰出文人的贡献当然是显目而重要的，
但是，在“诗可以群”的传统中，“群居相切磋”更是中国文人文学走向辉煌的重要背景因素，这一
点在唐、宋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
也可以说，中国古典文人诗的成熟与规范，唐宋诗世界的灿烂与辉煌，都是与诗人群体、诗歌流派的
繁荣兴盛密切相关的。
　　对于诗人群体、诗歌流派，唐以前大体称“体”，宋以后则“体”、“派”互见，表现出群体流
派意识的强化与自觉。
最早对唐宋诗歌体派加以系统研究的是南宋人严羽，其于所著《沧浪诗话》中列述汉代至南宋诗歌体
派，在“以时而论”中共列十六体，其中唐、宋两代占八体；在“以人而论”中共列三十六体，唐、
宋两代竞多达三十一体。
由此可见，唐宋诗歌之繁荣，实在是与诗歌体派之繁盛密切相关的。
　　因此，从体派的角度，来探讨唐宋诗繁荣的特征、走向及其原因，就是一个尚有较大空间的课题
。
当然，从现代文学流派角度看，唐宋诗歌体派尚不能构成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但是，正因唐、宋
时期“体”、“派”本身的多义性，使其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同时，随着文学史的进程、时代的
变迁，诗歌体派本身也处于不断的演变之中，这也使得唐宋诗歌体派的研究具有了更为广泛的意义。
　　《唐宋诗体派论》就是基于这样的思考，试图通过对唐宋诗歌体派性质、特征及其演进历程的宏
观把握以及对其中最重要的体派的细致描述，以展现唐宋诗歌史的一个重要的层面，并由此说明唐宋
诗歌体派在唐宋诗歌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用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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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总，自号抱一，祖籍安徽桐城，1954年出生于江苏南京。
现为国立华侨大学文学院教授、东南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西北大学国际唐代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
员。
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文艺理论、诗学发展史、唐宋文学、
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
出版的专著有《杜诗学发微》（南京出版社1989年出版）、《宋诗史》（重庆出版社1992年出版）、
《唐诗史（上、下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唐诗体派论》（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年
出版）、《古史诗铖注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出版）、《杜甫论的新构想》（日本研文出版
社1996年出版）、《杜诗学通论》（台湾圣环图书公司1997年出版）、《杜甫律诗揽胜》（台湾圣环
图书公司1997年出版）、《唐诗精品集》（团结出版社1998年出版）、《民族心灵的绝唱》（团结出
版社1998年出版）、《宋诗：以新变再造辉煌》（广西师大出版社1999年出版）、《宋明理学与中国
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出版）、《理学文艺史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理
学与中国近古诗潮》（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出版）、《元稹与崔莺莺》（中华书局2004年出版）、
《唐诗简史》（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05年出版）、《唐宋诗宏观结构论》（人民文学出版
社2006年出版）等十馀种；译著有《中国诗论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发表的学术论文
有《古典文学研究的回顾与构想》（《学术月刊》1987年第2期）、《文学史观的反思与重构》（《文
学评论》1995年第2期）、《论理学与唐宋古文主流体系建构》（《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等二百
馀篇；学术译文有《文学革命与中国文学的未来》（《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第3辑）等数十
篇。
曾两次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次获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三等奖及文学研究
优秀成果奖。
1997年首批入选为省级跨世纪学术带头人。
1998年被评选为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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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唐诗体派的性质与特征　　在中国诗歌史上，首次以宗派相标榜的虽始自宋代的江西诗派
，但以相似诗风构成趣味相投的诗人群体，却起始甚早。
比如，钟嵘《诗品》分古今诗人为上、中、下三品，本意固在辨优劣、分品第、叙源流，但在具体品
列中，除去“其源出于国风”、“其源出于楚辞”之类纯属对某一作家所承受的文学传统作出说明之
外，还有以同代人为源流者，如论汉婕妤班姬诗“其源出于李陵”，更多有将若干诗人并列同论者，
如卷中并列郭泰机、顾恺之、谢世基、顾迈、戴凯，并云“观此五子，文虽不多，气调宏拔”，卷下
并列王济、杜预、孙绰、许询，并云“世称孙许，弥善恬淡之词”，显然已着眼于对其相似的体格风
貌与共同的审美趣味的把握。
这种由特定体格风貌的标立而促成诗人孽诔聚合现象；在唐代尤见突出。
如严羽《沧浪诗话·诗体》列述历尊诗体，在“以时而论”中共列十六体，唐代占五体；在“以人而
论”中共列三十六体，唐代多达二十四体。
由此可见，唐代诗歌的繁荣，实与唐诗体派之繁盛密切相关。
　　第一节 唐诗体派的形成与确认　　所谓诗体，本指诗歌之体裁形式，如严羽《沧浪诗话·诗体》
云“有古诗，有近体，有绝句，有杂言，有三五七言，有半五六言，有一专至七字，有三句之歌，有
两句之歌，有一句之歌，有口号，有歌复，亨量府，有楚词，有琴操，有谣”之类，然而，各种诗歌
体式在不同历史阶段往往表现出独具的时代性特征，因而论体式也就与辨体貌结合起来：五《沧浪诗
话·诗体》开篇即云“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
为沈宋律诗”，诗歌体式完全成为文学时代性体貌之表征。
明人许学夷撰《诗源辩体》，于卷一开宗明义云“统而论之，以三百篇为源，汉、魏、六朝、唐人为
流，至元和而其派各出。
析而论之，古诗以汉、魏为正，太康、元嘉、永明为变，至梁、陈而古诗尽亡；律诗以初、盛唐为正
，大历、元和、开成为变，至唐末而律诗尽敝”，则进而在价值观与正变论的角度，使诗体秉容了诗
歌体式、文学传统、时代风尚、诗歌流派等多重意义与丰富内涵。
　　有唐一代诗歌，既表现为中国古典诗歌各种体式发育齐全、各臻成熟之境，又显示出诗歌表现方
法、语言风格、艺术境界空前多样的高峰状态，因此，所谓唐代诗体，也就自然成为包容量最为丰富
的概念。
然而，细究起来，唐人对诗体的意识以及后世对唐代诗体的研究，明显可见由诗歌体式向风格体貌一
端偏注倾移的表现。
如高仲武评大历诗歌“体格新奇，理致清赡”，即着眼于“大抵厌薄开天旧藻，矫人省净一途”之“
大历诸家风尚”。
自居易自云“诗到元和体变新”，亦指“元和之风尚怪”的审美取向之新变。
至若宋人严羽所论唐人诗体，则大多已接近文人集团或文学流派之意味。
宋元以后，多有“唐体”之说，更是从总体上对整个唐诗体性之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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