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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是古人对文学创作的历史发展规律和艺术创作经验的总结，从中可以看到中国
古代人的文学观察及其演变，各种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审美标准和审美趣味。
有别于西方文学理论批评。
作者把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发展分为古代和近代两大阶段，五个时期：先秦萌芽产生期、汉魏六朝
发展成熟期、唐宋金元胜利扩展期、明清繁荣鼎盛期和近代中西结合期。
全书共五编，计32章。
作者长期从事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与教学，认真吸取了现有批评史的某些研究成果，在体例安排
、内容取舍、观点评价有独到之处，尤其注重对文学内容批评史上的重点部分提出自己的看法，探讨
各个不同时期的重要文学内容批评家对批评史发展所作的主要贡献，进而总结带有规律性的问题。
上卷14章，论述了从先秦、汉魏六朝到唐代的文学理论批评。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编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萌芽和产生——先秦时期  概说  第一章 先秦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批
评的萌芽   第一节 先秦的文学观念   第二节 文学理论批评的萌芽   第三节 诗、乐、舞三位一体与“诗
言志”的提出  第二章 孔子和儒家的文学观   第一节 孔子以“诗教”为核心的文学观及其对《诗经》
的批评   第二节 孟子“与民同乐”的文学观及其文学批语方法论   第三节 荀子对儒家文学思想的继承
与发展  第三章 庄子和道家的文学观   第一节 老子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论   第二节 庄子崇尚自然
、反对人为的文艺美学思想   第三节 庄子“虚静”、“物化”的艺术创作论   第四节 庄子“得意忘言
”论及其对文学理论批评的影响   第五节 庄子文艺思想的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特征  第四章 先秦百家
争鸣中的其他重要文学思想流派   第一节 墨家的功利主义文学观   第二节 商鞅、韩非的法家文学观   第
三节 《易传》文学观的特色   第四节 《楚辞》的“发愤抒情”说第二编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和
成熟——汉魏六朝时期  概说  第五章 两汉经学时代的文学理论批评    第一节 西汉前期的道家文学观与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第二节 封建正统文艺观的确立——从《礼记·乐记》到《毛诗大序》   第
三节 儒家“定于一尊”与扬雄、班固的文学理论批评   第四节 王充真、善、美相统一的文学观   第五
节 王逸对《楚辞》的评论与东汉后期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  第六章 魏亚玄学与文学理论批评的新发展  
第一节 玄学的兴起与文学观念的变迁   第二节 曹丕《典论·论文》的时代意义   第三节 嵇康的《声无
哀乐论》及其在六朝文论发展中的意义   第四节 陆机《文赋》论文学的构思与创作   第五节 葛洪倡导
繁富奥博的文学观与美学观  第七章 玄佛合流与南朝文学理论批评的繁荣   第一节 佛教的流行及其对
文学理论批评的影响   第二节 沈约与声律论的历史地位   第三节 对文学特征的探讨与文笔之争   第四节
“芙蓉出水”与“错采镂金”  第八章 刘勰及其不配巨著《文心雕龙》   第一节 刘勰的生平思想与《
文心雕龙》   第二节 《文心雕龙》的文学思想体系   ⋯⋯第三编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深化和扩展——
唐宋金元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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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先秦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批评的萌芽　　第一节 先秦的文学观念　　中国古代文学理
论批评的产生和发展，是和文学观念的形成与演变密切相关的，而文学观念又总是受文化发展状况及
其特点的影响与制约的。
先秦时期的文学观念也有一个由模糊到清晰的发展过程。
　　中国最早的“文”的概念之本义，大约就是后来《说文》中所解释的：“文，错画也，象交文。
”是指由线条交错而形成的一种带有修饰性的形式。
甲骨文中的“文”字，与“人”字相近，金文中“文”字有的像人身上有花纹，因此“文”字的产生
可能与原始人的纹身有关。
同时，这种“文”的含意也可能与原始时代陶器上的编织文有关。
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人们认识能力、想像能力的加强，“文”的含意逐渐扩
大和丰富，色彩的交错亦可引申为“文”，就有了后来《乐记》中说的“五色成文”的观念。
《周礼·考工记》中说：“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彩备谓
之绣。
”其实这里的“章”、“黼”、“黻”、“绣”也都是广义的“文”。
故《左传》桓公二年臧哀伯曾说：“火、龙、黼、黻，昭其文也。
”更进一步是发展为《系辞》所说的：“物相杂，故曰文。
”也就是说，任何事物的形式，只要具有某种“错画”性或修饰性，均可称之为“文”。
《国语，郑语》中史伯说的“物一无文”，便是从这个意义上所作的发挥。
不仅自然事物有“文”，社会事物亦有“文”。
政治礼仪、典章制度、文化艺术，均可称“文”。
人的服饰、语言、行为、动作，亦皆可为“文”。
所谓：“服，心之文也。
”（《国语·鲁语》）“言，身之文也。
”（《国语·晋语》，“动作有文。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甚至以“文德”为“文”，主张“昭文德”（《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修文德”（《论语，季氏》）。
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篇中说：“日月叠璧”为“天文”，“山川焕绮”为“地文”，“傍
及万品，动植皆文”，正是说的这种最广义的“文”。
这种宽泛的“文”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与“美”的概念接近的，是指事物的一种美的形式。
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篇中正是据此而分艺术之美为“形文”、“声文”、“情文”。
　　对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观念发展影响最大最直接的，是比上述广义的“文”稍微狭隘一些的文化
之“文”。
《论语》中记载孔子所说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以及“天之将丧斯文也”中的“文”，都是指西周的文化。
孔子所说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指的是文化修养。
《论语》中说孔子的弟子中“文学：子游、子夏。
”此“文学”乃指对西周文化的学习与研究。
《左传》中引孔子所说“言之不文，行而不远”，这种对语言的修饰是指能体现有很高文化修养的语
言，而不是粗野的语言。
这些从文化的角度与范围所说的“文”，自然是包括了纯粹的文学在内的，但又不能等同于纯粹的文
学。
郭绍虞先生说先秦时期的“文”包含了博学与文章两个方面，这就文化之“文”的含义来说，有一定
道理，但是，在战国中期以前，实际上其中文章的含义，亦即词章写作的含义，所占比重是很小的，
主要是指学术，像《墨子·非命》中说的：“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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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天志》篇说的：“下将以量天下之万民为文学出言谈也。
”这里的“文学”都是指学术，几乎没有什么文章的含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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