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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作者刘润芳教授和罗宜家教授，一位出身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一位出身中国社科院研究生
院世界历史系。
他们留学德国多年，攻读德国文学与历史，既受过中国传统文学和历史的熏陶，又受过德国大学严格
的科研方法训练，对中外文学、特别是对诗歌饶有兴趣，且功底深厚。
他们为人与为学同样认真诚恳热情，并且肯思索，有见地。
本书是他们在长期累积、长期思索的基础上历经几年辛勤工作而获得的成果。
　　做学问需要下工夫，需要长期点滴的累积；做研究要对研究对象有兴趣，要有问题意识，知道寻
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本书体现了这些做学问的根本。
更为可喜的是，本书展现了深深的人文修养和人文关怀。
在现今浮躁的社会风气中，学风也跟着浮躁，一蹴而就的心态和作风处处可见，人文关怀越来越欠缺
。
正因为这样，在诚恳扎实的学风中，带着对人类、对社会的关爱情怀者，就越加可贵。
专心致志从事研究的人都甘于寂寞，刘润芳和罗宜家两位在寂寞中默默工作，在寂寞中奉献，于是我
们有幸读到《德国浪漫派与中国原生浪漫主义——德中浪漫诗歌的美学探索》这部著作。
副题告诉读者，这是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
作者必须对中国古典文学有研究，也必须大量阅读、深入研究德国浪漫派理论和诗文著作，才有可能
动笔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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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上本书上半部论述德国浪漫派的思想和文学。
首先综述评介德国浪漫派的哲学、美学思想，介绍了德国早、中、晚期浪漫派各自的特点及其美学与
思想上的共性，并指出其理论基础建构在康德、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思想上。
接着探讨浪漫主义与德国18世纪各种思想运动的关系，指出德国浪漫主义的延续性与创新性。
作者又详细介绍浪漫派的哲学思想和诗学：本体的诗和文字的诗等等。
同时作者也指出，浪漫派作家的文学创作并不一定符合其诗学追求。
对于浪漫派的代表性作家诺瓦利斯、布伦塔诺、艾辛多夫本书作者予以了详尽介绍，对他们的作品予
以深入分析，指出各自的特性成就，界定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在深入探讨德国浪漫派诗人和诗歌后，本书进入对中国原生浪漫主义的探讨，认为中国词汇中虽有
“浪漫”一词，但传统文论中没有与“浪漫主义”内涵相对应的概念与范畴。
通过分析公认的浪漫大家庄子、屈原、李白、李贺的作品，归纳其浪漫特质，勾勒出中国原生浪漫主
义的面目。
在深入分析上述几家作品之前，作者先从浪漫主义的对极《诗经》谈起，认为《诗经》的形式、风格
与内容，确立了中国诗学的正统；比兴手法与关注现实的风雅传统，是中国原生现实主义的源头。
这些加上孔子及其后学的阐释，形成了儒家的诗学体系。
它在内容上要求反映现实，艺术上追求中和之美，同时将文学功能化，成为载道教化的工具，正是这
些规范着后世的诗歌创作。
作者认为，道家的美学思想，否弃功利，以自然为美，奠定了中国原生浪漫主义的美学基础，而庄子
的创作为此做了实践性的准备。
作者接着深入探讨了屈原、李白和李贺三位中国代表性的浪漫诗人的美学思想、诗歌创作、艺术手法
及浪漫特质，进而总结出中国浪漫诗歌的总体性美学趣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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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润芳，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90-1999年在德国特里尔大学学习汉学和日耳曼学，获
哲学博士学位。
现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德国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比较研究。
曾在德国、中国发表专著、论文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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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　“惊采绝艳”：极致之美　　屈骚不论词采、意象、诗境乃至精神，都体现出一种对极致美
的追求。
刘勰极力称道屈骚的“自铸伟辞”，并分别说明：“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
；远游天问，瑰诡而惠巧；招魂招隐，耀艳而深华；⋯⋯故能气往轹今，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
并能矣。
”其“惊采绝艳”及赞语中的“金相玉质，艳溢缁毫”成为对屈骚辞藻美的定评，被后人反复征引。
就连对屈原为人及文章都不无尖刻的班固也肯定屈骚的文采。
他说：“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
”而当屈骚的词采与象征、夸张等手法相结合，表现诗人的人格美，呈现诗人天上人间对理想的不懈
追求时，它就已经超出表层的文章美，不仅有内质的精神美，还特别体现出一种对极致之美的追求，
一种彻里彻外的绝美。
由此也就形成一种与儒家之善、道家之真鼎立而三的新的美学理想，确立了中国美学的新的审美维度
。
表现于诗本体，它创造了一个以抒情主人公为中心的绝美境界。
这可以《离骚》为代表。
　　《离骚》塑造了卓然立于天地之间的绝美的诗人自我形象，他不但集内美、外美于一身，而且与
其相关的一切，包括环境、饮食、骑乘等也都无所不美。
从而在庄子的“至人”之外塑造了一个绝世的“美人”。
《离骚》的开篇自叙：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　　庚寅吾以降。
　　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
名余日正则兮，字余　　曰灵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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