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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汉社会变迁与文学演进》作者认为，东汉明、章之世是汉代文学发展的黄金时代，它与西汉
武、宣之世一起构成了汉代文学的两个高峰。
和帝以后，东汉文学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学重心的东移，即逐步由关中向关东地
区转移；二是文学重心的下移，即由宫廷下移至家族，由中央下移至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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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君，字彬之，河南鹿邑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1999），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2002），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
博士（2006）。
美国华盛顿大学亚洲语言文学系访问学者（2008-2009）。
主要从事汉魏六朝文学研究，曾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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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蔡邕的诗赋创作与文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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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外戚、宦官专权与文人对朝政的抨击 　　安帝后期及顺帝时期，皇权日益衰落，外戚、宦官擅
权，文学家的创作也将矛头指向他们，陈忠《捂绅先生论》、崔琦《外戚箴》便是典型的例子，这些
正面的讽刺和批评，是本节讨论的重点。
张衡的《思玄赋》、《四愁诗》等作品，虽然产生在相同的政治环境下，但思想感情更为压抑和苦闷
，表达方式也隐秘而曲折，关于这些方面，本书第六章将予以详论。
 　　建光元年（121）邓后去世，安帝借助宦官势力除掉邓氏一党，宦官李闰以功封雍乡侯，江京封
都乡侯，并迁中常侍，江京兼大长秋。
李、江二人与中常侍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东汉社会变迁与文学演进>>

编辑推荐

　　《东汉社会变迁与文学演进》是对东汉文学的系统研究，从政局变化、艺文机构、学术思想、地
理分布等多个角度，认真梳理了东汉文学的发展脉络，清晰描绘了东汉文学的历史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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