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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德华所著的《唐前辞赋(类型化特征与辞赋分体研究)》突破了唐前辞赋以功能与体式进行分体研究
的各自局限，以类型化作为唐前辞赋分体标准，是在研析唐前辞赋作品基础上的理论提升。
这既符合唐前辞赋创作的实际，又已深入到文学文体的内在结构模式，是对文学文体更为深层的结构
研究。

《唐前辞赋(类型化特征与辞赋分体研究)》在对唐前辞赋结构类型的研析中，抓住辞赋创作在题材主
题、体式结构、语体风格等方面呈现的特征，准确地把握了骚、赋二体各自的支配性文体特征，揭示
了二体不同的创作思维和各异的文学与文化功能。
唐前辞赋的内在特征及历史演变由此得到更为真实客观、更为明晰地呈现。

唐前骚、赋二体历时地呈现出类型化的特征，折射出唐前骚、赋创作主体太致相同的感知世界与认知
自我的思维方式以及相似的生存状态与文化心理结构。
从文学创作的层面上看，则反映出创作主体对相同文类的文学与文化动能的认同与实践。

本书不仅在辞赋研究领域取得突破，且对文体史、文学史的深入研究均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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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德华，(1965-)，女，安徽滁州人。
1987年6月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学位。
同年9月考入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师从马积高先生，研习辞赋和魏晋南北朝文学。
1990年6月毕业，获硕士学位，并任教于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
1998年9月考入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师从崔富章先生，研究《楚辞》。
2001年6月毕业，获博士学位，留校任教至今。
现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周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化研究。
现任中国屈原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辞赋学会理事，中国《诗经》学会理事。
独立承担或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浙江省社科重点项目等多项科研任务。
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献》《文艺理论研究》《学术月刊》《浙江大学学报》《中华文史
论丛》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
专著《屈骚精神及其文化背景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9月版)获第十三届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二等奖(2006年2月)。
2008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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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一、“辞赋”概念内涵的演变与辞赋分类
 二、唐前辞赋分体理论与操作层面的矛盾
 （一） 内在情感功能角度的分体分类
 （二） 外在体式上的分体分类
 三、唐前辞赋类型化特征与骚、赋分体分类
 （一） 唐前骚赋类型化的历时呈现与骚、赋二体支配性文体特征
 （二） 唐前辞赋类型化与骚、赋二体文学及文化功能
 （三） 唐前骚、赋二体类型化与文体演变
上编 唐前骚体
　第一章 屈原骚体的文体特征
　 一、屈原骚体“兮”字表征作用及其限度
　 （一） 屈原骚体“兮”字形成原因
　 （二） 屈原骚体“兮”字的作用
　 （三） “兮”字的失落与唐前骚体句式
　 二、屈原骚体抒情特征：抒情主体情感的个性化与悲怨风格
　 （一） 从《离骚》《九章》看屈原骚体抒情主体个性化特征表现
　 （二） 从《九歌》看屈原骚体巫祭背景下的独特情思
　 （三） 屈原骚体抒情的悲怨风格及在文学创作中的示范作用
　 三、屈原骚体的外在体式结构
　 （一） 第一人称的抒情方式
　 （二） 以抒情主体带动全篇展开的叙事结构
　 （三） 为抒情主体服务的骚体意象特征
　 四、屈原骚体“情境”特征论与唐前骚体类型化创作思维模式
　 （一） 屈原骚体“情境”特征与王昌龄的“三境说”
　 （二） “情境”特征与唐前骚体类型化创作思维模式
　第二章 唐前骚体流变——拟骚、纪游与显志
　 一、唐前拟骚创作
　 （一） 情感主题的延续与改变
　 （二） 唐前拟骚作品的外在体式特征的沿袭与发展
　 （三） 唐前拟骚句式与节奏的沿袭及变化
　 二、唐前纪游类骚体创作
　 （一） 唐前纪游类骚体创作的情感主题及其演变
　 （二） 唐前纪游类骚体创作的外在体式特征
　 （三） 唐前纪游类骚体创作的句式特征及其演变
　 三、唐前显志类骚体创作
　 （一） 唐前显志类骚体创作的情感主题及其演变
　 （二） 唐前显志类骚体创作的外在体式特征
　 （三） 唐前显志类骚体句式特征及其演变
　第三章 唐前骚体新变与骚赋互渗
　 一、唐前缘情感物类骚体创作
　 （一） 屈原《橘颂》在“缘情感物”类骚体创作中的文体意义
　 （二） 唐前缘情感物类骚体的情感主题及其演变
　 （三） 唐前缘情感物类骚体外在体式特征及其新变
　 （四） 唐前缘情感物类骚体句式及其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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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唐前情爱主题骚体创作
　 （一） 唐前神女—美女题材创作的情感主题与体式特征
　 （二） 唐前悼亡—自悼题材创作的情感主题与体式特征
　 （三） 唐前情爱题材骚体创作的句式特征及其新变
　 三、唐前表现生离与死别情感主题的骚体创作
　 （一） 唐前表现生离情感主题的骚体创作
　 （二） 唐前表现死别情感主题的骚体创作
　 （三） 唐前生离与死别情感主题创作的骚体特征及其新变
下编 唐前赋体
　第四章 唐前赋体——小赋
　 一、唐前小赋创作的文体意识
　 二、唐前小赋创作的儒学背景与游宴应制氛围
　 （一） 荀子赋体与小赋创作的儒学背景及小赋体物言志赋体特征的确立
　 （二） 小赋创作的游宴应制氛围
　 三、唐前小赋体物言志的赋体特征及其演变
　 （一） 观物赋德与体物言志的小赋创作
　 （二） 游宴应制背景下的小赋创作：与儒家诗教的关合与疏离
　 （三） 唐前小赋的“物境”特征与诗赋合流
　 四、唐前小赋体式特征及演变
　 （一） 小赋问答形式的文体学意义及演变
　 （二） 唐前小赋句式特征及与诗骚句式的互渗
　 （三） 唐前小赋的诗化句式与散化特征：骈偶化与承转词的运用
　第五章 唐前赋体——大赋
　 一、大赋讽谏文体功能的形成——宋玉至司马相如时的大赋创作
　 （一） 创作主体政治言说的文学性表现：宋玉托言讽谏的赋体特征的形成
　 （二） 汉初赋家对赋体政治言说文学性表达的认同与司马相如大赋讽谏主旨再认识
　 二、“丽以则”的赋论准则与以颂为讽的创作实践——扬雄赋论及大赋创作
　 （一） 扬雄“丽以则”赋论准则及批评的失误
　 （二） 扬雄四大赋：“以颂为讽”赋体创作的尴尬
　 （三） 扬雄赋论赋作思维模式与儒学诗教观
　 （四） 扬雄赋论及创作对后世的影响
　 三、大赋创作颂美主流的确立——班固赋论及大赋创作走向
　 （一） 东汉前期京都赋作创作时间与帝王的建都导向
　 （二） 云龙门对策颂述功德的政治导向与班固等人京都赋作主旨
　 （三） 扩大马窦之争的倾向与京都赋作政治背景的遮蔽
　 （四） 大赋颂美主流的延续与衰微
　 四、大赋体式特征及其演变
　 （一） 大赋主客问答与人物虚构的文学意义及其演变
　 （二） 铺采摘文的大赋体制与讽颂为旨归之间的张力
　 （三） 韵散结合及大赋句式的兼容与演变
　第六章 唐前赋体特殊体类——对问、七体、连珠
　 一、对问、七体与连珠归入赋体的理由
　 二、对问
　 （一） 唐前对问体赋的情感主题
　 （二） 对问体赋对话的话语方式与话语意义
　 （三） 对问体比喻与铺陈表现手法及嫉时讽世的语体效果
　 三、七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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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七体创作的历史语境与讽谏功能再认识
　 （二） 七体讽谏功能的认同及曹植、萧统等七体讽谏主旨
　 （三） 七体托言讽谏赋体特征及结构与句式特征
　 四、连珠
　 （一） 连珠：文士政治理念与人生哲理的话语表达方式
　 （二） 连珠“假象尽辞”的赋体特征
　 （三） 连珠“辞丽而言约”的语言特点与句式特征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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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唐前辞赋类型化特征与辞赋分体研究》在研析作品的基础上，从唐前辞赋类型化角度，揭示唐
前骚、赋二体各自的支配性文体特征以及不同的文学与文化功能。
作为一代之胜的楚骚汉赋，其类型化特征所呈现的两种文学表达范式，对此后的辞赋乃至诗歌的表达
模式与创作思维都产生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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