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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少康编著的这本《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对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历史分期，按照以文学
理论批评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为中心，结合历史发展阶段特征和文学创作发展状况的原则，分为五个时
期：一、先秦——萌芽产生期；二、汉魏六朝——发展成熟期；三、唐宋金元——深入扩展期；四、
明清——繁荣鼎盛期；五、近代——中西结合期。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内容极为丰富，形式多种多样，是对中国古代文学
创作历史经验的总结，并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以及具
有民族传统和东方特色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能使我们深入领会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学传统和艺术精神，了解它和西方
文艺美学的不同特点，并可以为建设当代新的文学理论，繁荣新时代的文学创作，提供有益的历史借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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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一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萌芽和产生——先秦时期
　概说
　第一章　文学的起源和文学理论批评的萌芽
　　第一节　文学的起源和初期的文学观念
　　第二节　文学理论批评的萌芽和“诗言志”的提出
　第二章　儒家的文学观
　　第一节　孔子以“诗教”为核心的文学观
　　第二节　孟子“与民同乐”的文学观及其文学批评方法论
　　第三节　荀子对儒家文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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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意忘言”的艺术创作论
二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和成熟——汉魏六朝时期
　概说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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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充对谶纬思想的批判和他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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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玄学的兴起与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批评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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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代意义和曹植的《与杨德祖书》
　　第三节　陆机《文赋》论文学的构思与创作
　　第四节　文笔之争和永明声律论
　第六章　刘勰及其不朽巨著《文心雕龙》
　　第一节　刘勰的生平思想与《文心雕龙》的写作
　　第二节　刘勰的文学本体论
　　第三节　刘勰的文学创作论
　　第四节　刘勰的文学文体论
　　第五节　刘勰的文学发展论和文学批评论
　第七章　钟嵘的诗论专著《诗品》
　　第一节　钟嵘以“直寻”为核心的文学思想
　　第二节　钟嵘对历代五言诗人的评价
三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深化和扩展——唐宋金元时期
　概说
　第八章　唐代前期的文学理论批评和“诗境”的提出
　　第一节　唐初反齐梁文风中的两种不同倾向
　　第二节　陈子昂、李白和杜甫的诗歌理论
　　第三节　殷墦的兴象论和王昌龄的诗境论
　　第四节　皎然《诗式》与诗歌意境特征探讨的深入
　第九章　唐代后期文学理论批评不同流派的分化与发展
　　第一节　白居易和社会学派的文学理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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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古文理论的产生发展和韩愈、柳宗元的文学思想
　　第三节　司空图论诗歌的“味外之味”、“象外之象，景外之景”
　第十章　苏轼和北宋的文学理论批评
　　第一节　北宋初期的时文与古文之争
　　第二节　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论和梅尧臣的“平淡”论
　　第三节　苏轼的文学思想和创作理论
　　第四节　黄庭坚的文学思想和创作理论
　　第五节　江西诗派的形成与宋代诗话的发展
　第十一章　严羽和南宋金元的文学理论批评
　　第一节　南宋的诗文理论批评
　　第二节　严羽的《沧浪诗话》
　　第三节　宋代的词论
　　第四节　金元的文学理论批评
四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繁荣和鼎盛——明清时期
　概说
　第十二章　明代文学思想发展中的复古和反复古
　　第一节　明代复古主义文学思想的发展和前后七子的文学理论批评
　　第二节　明代文艺新思潮的兴起和李贽的“童心说”
　　第三节　公安三袁的“性灵”说
　第十三章　明代的小说戏曲理论批评
　　第一节　明代的小说评点和李贽对《水浒》的批评
　　第二节　明代的戏曲理论批评
　第十四章　王夫之和叶燮的诗歌理论
　　第一节　王夫之的“兴观群怨”论和“情景融和”论
　　第二节　叶燮《原诗》的理、事、情论和才、胆、识、力论
　第十五章　清代的小说戏曲理论批评
　　第一节　金圣叹的《水浒》评点和清代其他小说理论批评
　　第二节　李渔《闲情偶寄》中的戏曲文学理论
　第十六章　清代前中期的诗文词理论批评
　　第一节　康熙时期的文学批评和朱彝尊的自得说
　　第二节　王士稹的神韵说
　　第三节　雍正、乾隆时期的文学批评和沈德潜的格调说
　　第四节　袁枚的性灵说
　　第五节　翁方纲的肌理说
　　第六节　桐城派的文论
　　第七节　清代的词论
五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和西方文艺美学的交汇——近代时期乃
　概说
　第十七章　传统文学思想的总结和革新
　　第一节　龚自珍和魏源的文学思想
　　第二节　姚莹的文学批评和方东树的《昭昧詹言》
　　第三节　刘熙载的《艺概》和陈廷焯、况周颐的词论
　　第四节　黄遵宪的“我手写吾口”诗歌理论
　第十八章　中西文学思想的交汇和梁启超、王国维的文学思想
　　第一节　梁启超的文学思想和近代小说理论批评的发展
　　第二节　王国维的文学思想及其《人间词话》
修订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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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修订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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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龚自珍和魏源在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贡献，主要是把时代的忧患意识引进文学，而在总结和
发展传统文论的成就，特别是审美理论的成就方面，在近代贡献比较大的主要是刘熙载、陈廷焯和况
周颐，以及更晚一些的王国维。
《关于王国维我们将在下章再专论》刘熙载（1813-1881），字伯简，号融斋，又号寤崖子，江苏兴化
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官至国子司业、广东提学使，晚年在上海龙门书院讲学，著有《古
桐书屋六种》及《古桐书屋续刻三种》。
《古桐书屋六种》中的《艺概》是他有关文艺美学方面的代表作，也是近代时期总结和发展传统文论
方面的最重要著作。
据作者在《艺概》自序中说，定稿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为作者晚年之作。
《艺概》分为《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经义概》六个部分，说明
刘熙载对“艺”的认识是相当宽泛的，他所说的“文”包括六经在内，而《经义概》则是讲流行的八
股文，但其书的主要部分还是诗、文、词、赋等纯文学。
他的书之所以称为“概”，并非仅仅讲一般概况，而是指各类文艺创作最主要的要点。
他在序中说：“若举此以概乎彼，据少以概乎多，亦何必殚竭无余，始足以明要乎！
”又说：“庄子取‘概乎皆尝有闻’，太史公叹‘文辞不少概见’，‘闻’、‘见’借以概为言，非
限于一曲也。
概得其大义，则小缺为无伤，且触类引申，安知显缺者非即隐备者哉！
”《艺概》既是一部各类艺术史的著作，又是对各类艺术创作理论的阐述。
它采取纵横结合、史论并重的方法，深刻地论述了作者对文艺基本问题的看法。
《艺概》中六个部分的每一部分，都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此类文艺的历史发展过程之概要
叙述，二是对有代表性的作家创作特征的分析，三是对此类文艺创作理论和表现手法的研究。
史以论为依据，论以史为内容，两者皆以对最重要的作家作品准确深入的分析为基础，充分体现了文
学理论批评和文学创作实际紧密结合的特点，这一方面它明显地受到刘勰《文心雕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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