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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依照历史发展顺序，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代前中期、近代七
编，说明我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过程。
全书内容系统，对于诗文、小说、戏剧各文学领域的理论批评，对于历代比较重要的批评家及其论著
，均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
本书在撰写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观点稳妥，叙述平实；同时注意吸收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在一些
问题上提出了新的看法，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上、下卷）>>

作者简介

王运熙，男，1926年6月生。
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著有《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合作主编并参加其中《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
》的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合作主编并参加撰写)、《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中国古代文
论管窥》、《文心雕龙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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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这四类诗歌中，白居易最重视的是讽谕诗；因为它反映了国事民生，对政治可以发生美刺作用
。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介绍了自己的写诗经历。
他在五六岁时便学为诗，二十岁后写得很勤。
“及授校书郎时，已盈三四百”，朋友见了都加赞美，但自己觉得“其实未窥作者之域”。
等到他后来写作了大量讽谕诗时，才感到走上了创作的正路：　　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
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
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
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手请谏纸。
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
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
“歌诗合为事而作”是讽谕诗的主要精神，也是白居易特别重视讽谕诗的主要原因。
他在《新乐府序》末尾谈到“新乐府”的创作意图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
为文而作也。
”也鲜明地显示了这层意思。
又在《读张籍古乐府》中，称其诗“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也是赞美对方的诗歌为事而作，所
以不是空文。
白居易非常强调采诗制度，他用乐府体来写作讽谕诗，希望它们能被采入乐，为君王所闻知，对推动
政治改革发生积极的作用。
在《读张籍古乐府》中，他对张籍的乐府诗，慨叹它们因“时无采诗官，委弃如泥尘”，同时又表达
了“愿播内乐府，时得闻至尊”的希望。
白居易把采纳讽谕、改良政治的希望一心寄托在君王身上，这是他的阶级局限的表现。
　　白居易的《寄唐生》、《伤唐衢》诗也表现了对讽谕诗的重要看法。
《寄唐生》有云：　　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
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
篇篇无空　　文，句句必尽规。
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
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
　　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伤唐衢》（其二）有云：　　忆昨元和初，忝备谏官位。
是时兵革后，生民正憔悴。
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
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
贵人皆怪怒，闲人亦非　　訾。
天高未及闻，荆棘生满地。
这里除掉说明自己的讽谕诗，不为空文和希望为君王所知以外，又表明了它们内容方面的反映民生疾
苦的特色。
白居易不仅是一般的强调诗歌的风雅比兴，而且进一步提出“惟歌生民病”的主张，突出地规定了诗
歌的具体内容，要求诗歌更好地发挥针砭时弊的作用；这是他诗歌理论的一个鲜明的标志，也是古代
这方面诗论的一个新的发展。
　　为了达到作品的积极的社会作用，白居易很重视作品内容和题材的核实。
他认为只有“其事核而实”，才能使“采之者传信”（《新乐府序》），使人认识政治社会的真实面
貌，从而产生改革现实的要求。
他又说：“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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