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诗意的凝聚>>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诗意的凝聚>>

13位ISBN编号：9787516106600

10位ISBN编号：7516106607

出版时间：2012-4

出版时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张震英

页数：33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诗意的凝聚>>

内容概要

　　《诗意的凝聚：姚贾诗派研究》是唐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第一部论述姚贾诗派的专著，也是第一次
提出姚贾诗派的概念。
震英认为姚贾诗派是与韩孟、元白诗派并行的又一个诗派，它在晚唐五代的影响力甚至超过韩孟和元
白两个诗　　派，这对学界通行的唐诗史观无疑是一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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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震英，男，1972年生，祖籍河南许昌，出生于甘肃武威。
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
湖北大学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琴园学者”特聘教授。
　　1989年以来，先后在甘肃农业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河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
京大学等大学和科研机构学习食品工程、经济管理、法学、中文等专业。
1997年9月至2000年6月师从胡大浚、尹占华先生于西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00年9月至2003年6月
师从刘崇德、詹福瑞先生于河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04年9月至2006年9月师从蒋寅先生于中国社会
科学院从事博士后项目研究，获国家人事部颁发的博士后证书。
2011年8月至2012年7月师从杜晓勤先生于北京大学作访问学者。
2004年晋升副研究员，2007年晋升研究员，2009年起担任博士生导师。
　　1991年以来，先后担任兰州市食品工业研究所技术员、助理工程师，甘肃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办公
厅科员，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调研室主任科员、副调研员，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人民
政府县长助理，钦州市三娘湾旅游管理区工委委员、管委副主任，钦州学院学报编辑部副主任，湖北
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等职。
　　曾先后兼任中国孟浩然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柳宗元研究会理事、湖北省古代文学学会理事、湖北
省李白研究会理事、广西思维科学学会副会长、广西管理科学研究会理事、广西先进文化发展促进会
理事、广西大学硕士生导师、广西师范学院硕士生导师、西华师范大学兼职教授等。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兼顾中国传统文化、宗教与文学、区域文化等。
曾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专著《寒士的低吟--贾岛诗歌艺术新深》，迄今已在《文艺研究》、《
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
先后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项，省级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四项，省级教育厅、人事
厅、社科联科研项目四项，陵级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二项。
独著成果获省级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两项，市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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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绪论一 姚贾诗派研究现状二 本专著的研究方法、意义和价值上编 姚贾诗派的确立与构成第一章 古
典诗歌流派观念的演变与姚贾诗派的类型第一节 体、派的本义及诗歌流派的现代解释第二节 从《文
心雕龙》《诗品》《沧浪诗话》到《诗人主客图》——论中国古典诗歌流派观念的演进第三节 古代诗
歌流派的类型与姚贾诗派的归属第二章 姚贾诗派的名称及其源起第一节 唐人并称的类型及其内涵的
延伸第二节 唐人对姚贾之认识、评论及其意义第三节 《诗人主客图》及唐人风格流派观念的形成第
四节 宋代诗歌流派意识的逐渐成熟和姚贾诗派概念的确立第五节 元明清人的认同及《重订中晚唐诗
主客图》第三章 姚贾诗派的构成第一节 历代学者对姚贾诗派成员的认识第二节 姚贾诗派成员的确认
第三节 姚贾诗派中姚贾的核心地位与姚合的领袖地位下编 姚贾诗派的发展历程第四章 酝酿期：姚贾
初识及其在元和年间的创作走向长安，约宪宗元和五年[810]-约元和十五年[820]第一节 元和诗风的变
迁第二节 酝酿期的标志性事件：姚贾初识及其意义第三节 姚贾诗派酝酿期的重要事件及其相关创作
本章小结：酝酿期对于姚贾诗派形成的意义第五章 形成期：长安与洛阳间的会宿赋诗（长安与洛阳，
穆宗长庆元年[821]-约文宗大和四年[830]）第一节 元和中兴的残破与姚合诗风的转变第二节 形成期标
志性事件：《武功县中作三十首》组诗的创作与姚合诗歌风格的成熟及声名的鹊起第三节 长安、洛阳
期间的集会与姚贾诗派的形成本章小结：姚贾诗派的形成第六章 发展壮大期：风雅的诗风与风雅的追
随（金州、短暂长安、杭州时期，约文宗大和五年[831]-约文宗大和九年[835]）第一节姚合官僚士大
夫闲适情趣的加强与诗风进一步向闲雅方向发展第二节金州刺史及刑部郎中时期的交游与创作第三节
姚合任杭州蒯史时期的交游创作与姚贾诗派的壮大本章小结：姚贾诗派的发展壮大第七章 延续期：理
论主张的标举与创作实践的延续（长安，约文宗开成元年[836]-约武宗会昌二年[842]）第一节 《极玄
集》的编纂与姚贾诗派“雅正清奇”审美取向的倡导第二节 姚合诗坛声望的提升和“诗宗”地位的强
化第三节 新天地与新生活——贾岛贬谪后的交游与创作第四节 延续期内姚贾诗派在长安的主要交游
唱和活动本章小结：姚贾诗派理论主张的标举与创作实践的延续第八章衰 落期：文章中断与文星陨落
（长安、剑南，武宗会昌三年[843]一武宗会昌六年[846]）第一节 文章中断：贾岛过世与姚贾诗派的
衰落第二节 文星坠落：姚合辞世及后人的悼念第三节 衰落期姚贾诗派其他诗人的行踪与创作本章小
结：姚贾诗派的衰落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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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另一种则主要着眼于创作方面的一致性或相似性，如体裁、题材、审美趣味、创作主张等。
如吴怀东在《唐诗流派通论》中将诗派分为自觉形成的文学流派和自然形成的文学流派两种。
“所谓自觉的文学流派则是指某些作家通过一定的组织、在明确的理论指导下自觉地从事文学活动，
他们之间甚至有着密切的交往，作家交往的频繁有助于文学流派的形成。
”“所谓自然形成的文学流派是指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一个历史时期的某些作家由于思想倾向、审
美爱好相同或相似，在创作中形成某些相似点，他们没有什么组织，只是因为和时人相比它们具有明
显的相同或相似之处，故被同时代甚至后代的人视为一个流派。
”　　吴怀东据此将流派概念之核心内涵规定为：“一是具有比较鲜明的创作相似性或一致性，并不
一定要求艺术风格的一致，只要某些方面如体裁、题材、艺术技巧或思想观念甚至作家身份近似或一
致就可以；二是不能仅仅表现为一种思潮，而应该有以文学创作活动为中心内容的、一定数量的作家
群体。
至于是否出于自觉结派、是否有理论号召、是否有中心人物以及风格是否完全一致、是否有过密切的
人际接触等，都不是判断和衡量的必要条件。
”　　类似吴文这样宽泛的处理实际上是延续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几神《中国文学史》教材的笼统提法
，这种提法的优点在于对复杂的文学现象可以不用深入地进行类比剖析，对于诸如题材、体裁、风格
、思潮、时代、理论、地域等概念进行“一言以蔽之”的笼统化、简单化处理。
但其缺点是显而易见的，就是不但与现代意义上严格的流派观念不相符合，而且也无视中国古代文学
体派源流等观念自身发展演变的趋势与轨迹。
换句话讲，即便是古代的诗论家也不是这样概括的。
所以我们认为，这样的划分显得过于宽泛和含混，也不利于对古代文学流派范畴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而钟忧民先生在《新乐府诗派研究》中则将诗派分为自觉型和非自觉型两类。
“自觉型，是指在某一历史时期有某一杰出作家，不但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影响着同时代的追随者，而
且发表创作纲领和文学口号，加以引导；领袖文人与追随者之间往往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书札往来
，唱和切磋，衣钵相承，不但产生了一批风格相近似的作品，而且结成了文学见解相接近的创作群体
，尽管这些群体在活跃的当时并没有什么名目。
”钟先生进而解释道：“一般认为，‘江西诗派’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个自觉结成的诗歌流派。
然而，这一派的宗主黄庭坚在世的时候，并没有，江西诗派’这个名称。
这事实说明一个道理，在我国古代即使是自觉型的文学流派，其命名以及人们对它的认识也往往是晚
于流派本身的形成。
像明代的‘公安派’、清代的‘桐城派’，都应是属于自觉型的文学流派，但它们的名称并不是当事
人自己标榜的。
所以，我们观察古代文学流派，即使是如上述自觉型的流派，也不能先看它们在形成当时是否挂起‘
招牌’，而是要更加注重他们的‘货色’，即它们是否够得上一个流派。
对自觉型的流派是如此，对非自觉型的流派，更应如此。
”钟忧民先生论及非自觉型文学流派时道：“所谓非自觉型的文学流派.是指该流派在形成过程中并不
存在自觉结合的创作群体，也不存在有某个领袖人物发表创作纲领或口号去吸引追随者，而往往是由
于历史的、时代的以及创作主体的诸多原因，有一批作家同前辈（或同辈）某一天才作家之间，在精
神上产生共鸣，心灵上达到契合，从创作题材选择到审美趣味、表现技法等方面有所效仿和师承，从
而形成在审美取向和艺术风格上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作品系列，这样的系列往往有相当长的时间跨
度，但从中仍可以发现作为流派的脉络和特征。
这种非自觉型的文学流派起码在唐代就出现了。
如山水田园诗派、边塞诗派即是。
”　　钟文的划分法较吴文而言范围有所收敛，将简单意义上的题材、人物并称、审美趣味、地域、
风格上存在一致性的诗人组合或诗人群排除在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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