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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商隐诗歌问世以后，与他同时代的诗人便给予了高度评价。
自北宋以来，其诗的鉴赏批评者和注解笺释家代不乏人，而到清代形成了李商隐研究的繁盛局面，几
乎形成了一种“玉豁诗学”。
古代的玉豁诗学，大都重直观领悟而缺少逻辑分析，且受汉儒注经的影响，不无穿凿附会之嫌。
“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西方文艺思想的次第输入中国，在“玉豁诗学”领域出现
了符合现代文化标准的长篇论述性的研究专著。
近十余年相继问世的杨柳《李商隐评传》、吴调公《李商隐研究》、董乃斌《李商隐传》等，便是这
类著作中有较大影响者。
摆在我们面前的董乃斌的新著《李商隐的心灵世界》(1992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是作者运用
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广泛地吸收西方文论和中国古代、现当代文论的精华，以宏观鸟瞰与微观探
胜相结合，充满了文学史哲学的思辨色彩，全面、系统地论述玉谿诗和樊南文的一部佳作。

本书为上、下两编，凡十一章(上编三章，下编八章)，每章下设若干节。
上编概述作者对文学史和作家研究中一些理论问题的思考，从文学史学科和作家研究的关系讲起，先
确定作家研究在文学史体系中的位置，然后说明作家研究的真正核心乃揭示其心灵世界，最后简论李
商隐所处时代的文学、文化背景，使视线由散而聚地向李商隐汇集。
下编从不同层面论述李商隐其人其诗，而目光所注则为诗人深邃微妙的心灵世界。
其分析阐述是上编理论原则的具体化，而从篇幅上则构成本书的主干和重点。
这种逻辑次序所表现出的研究思路，既避免了某些文学史和作家评论著作擅长具体的艺术赏析、评判
，而缺少必要的理论概括和方法论指导的弊病，又没有导致个别作家作品的研究与文学史及作家研究
理论的游离脱节。

《李商隐的心灵世界》区别于时下流行的某些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著作的最突出特点在于，着意建构文
学史学科理论，展现出文学史研究的多种视角。
作者在文学史是作家系列的认识基础上，强调将洞察作家不同于常人的生命存在方式作为研究重点，
即通过剖析作家的精神宇宙、心灵世界以切近人的本质。
作者抓住古代作家的身心矛盾及其统一的特定角度去审视创作主体、提出包括李商隐在内的许多古代
作家，由于身之困厄、思之迷惘所刺激和推动，而在审美环境和创美过程中获得个人内心的超越与自
由，也为社会提供出美的精神产品。
作者还从剖析李商隐诗歌中“蝴蝶”语象系统出发，进而提出对更高层次的意境和风格的研究，阐明
风格研究既指向作家个人，又指向他所属的文化。
作者对阐释者的文化意识与心灵历程也颇为重视，将其看作与作家研究同等重要的文学作品实现史的
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本书将文学史研究系统为成若干子系统：从艺术文化起源发生和成长发展的角度来看文学史；从艺术
思维与艺术表现交相刺激、相偕发育的角度来看文学史；文学史可以成为通过文学实践、通过文学风
格形态的变迁，揭示人类艺术文化心理嬗变演进的历史；文学史又应当是读者接受方式、接受程度的
演变史等等。
上述内容，丰富了文学史学科理论，具有当代文学观念的方法论探索意义，为建构文学史哲学提供了
新鲜经验。

《李商隐的心灵世界》在具体地评判李商隐诗歌的风格特征时，特别注意对微观文学现象的宏观哲思
，揭示隐藏其中的深层意蕴。
譬如论述玉谿诗的主观化特征，指出其体现了人类思维方式、心理状态和灵魂世界的自我解放和精神
创造力，并将这种自我解放和精神创造力，置于现代遗传学、文化学、心理学的分析之中，描画出异
化和克服异化的人类永无休止的运作轨迹。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李商隐的心灵世界>>

又如剖析玉谿诗的悲感特征，指出其源泉在于人类产生愿望的能力与实现愿望的能力之间的永不平衡
性；同时强调诗人把握“悲之为美”、“ 悲易感人”的艺术规律的自觉性。
作者对中晚唐与李商隐诗风不同的作家群体和受李商隐泽被的历代作家的简洁概括的描述，使本书益
显学术上的厚度。
而另一方面，作者从中国文学史上被转移到史学领域中的叙事能力开始重新回归文学的视角、审视已
经彻底烂熟、变成一种具有规范意义的工艺和技术的抒情诗歌艺术，在新旧文学样式的更迭趋势中，
找到了李商隐充当中国诗艺总结者的崇高地位。
并将李商隐诗歌作为中国古代文学阴柔之美的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基本面貌的显像。
这些又都增添了本书学术上的深度。
读罢《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便产生一种强烈的感受：它一反文学史研究中“一时代、二生平、三思
想、四艺术”的僵化的批评模式，在已经上升到哲学层次的大文学史观的支配下，以对诗人心灵世界
准确、细致、生动的透视吸引读者，作为文学史中作家系列研究的一种尝试，它为即将出现的该系列
的百花园，吹来清新的风。

本书还善于旁征博引，对前人研究成果或改造、或驳难、或发指，显示出学者的批判意识和锐意进取
精神。
譬如修正了美国文论家阿布拉姆斯、刘若愚(华裔)的某些观点，强调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双向联系。
又如否定纪昀对《异俗二首》“选一代之诗则可删”的看法，认为其可与《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相辉
映。
再如借鉴钱钟书先生关于李商隐以骈文为诗的妙评，进一步论证说明了这一特点在形式上的根本标志
是典故的大量运用。
此外，作者的玉谿诗风格演变四期说(模拟期、愤激期、感伤期、颓废期)，对樊南四大与散文的评析
等，或自成一家之言、或开拓前人未引起足够重视的研究领域，均很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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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董乃斌，笔名郝冰、纪伟。
男，1942生，江苏扬州人。
中共党员。
196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同年10月，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至1974年底，到西北大学
（陕西西安），在中文系任教。
1978年10月，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学习，1981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硕士论文题目
《李商隐研究》，导师吴世昌先生。
同年10月，仍回文学研究所工作。
先在古代文学研究室，1985年，任新学科研究室主任。
1988年，任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
1992年晋升为研究员，同时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
 1994--1998，任文学所副所长，兼任《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编委、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及李商隐研究会会长等。

著有中篇历史小说《波影珠》、《琴泉》、《菩萨弯》，人物传记《李商隐传》，研究著作《李商隐
的心灵世界》、《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文化紊流中的文学与文士》、《唐帝国的精神文明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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