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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史哲研究丛刊：唐宋诗史论》建立起苏诗接受史的框架，显示出苏诗研究史的轮廓，其中多
精辟独到的见解。
《史论》第三部分各节，尤其是第一节《关于苏诗历史接受的几个问题》，对苏诗历史接受的过程轨
迹、注苏的主要版本系统、苏诗主题形态与艺术风格的历史阐释、历代文艺论争中的苏诗评价，都作
了准确的描述和精辟的论析，可说是《苏诗研究史稿》基本观点的提炼与升华。
该部分又辟专节对历代苏、黄优劣之争进行述评，在理清宋以来各个朝代、各个时期抑扬苏、黄史实
的基础上，探究接受者抑扬苏、黄的时代、文艺思潮、审美情趣根源，得出结论：“苏、黄诗歌的影
响史表明：历代诗人学黄诗较多而取法苏诗者则相对较少，反映了人们写诗时对法则的遵从；而苏、
黄诗的历史接受又表明：拥护苏诗的呼声要比推尊黄诗的呼声高，这又说明了古人已在自觉不自觉地
对传统诗学进行扬弃，对建立新的诗学观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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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友胜，1963年6月生，湖南常德人。
1999年1月毕业于复旦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2000年8月破格晋升教授职称。
现为湖南科技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兼人文学院湖南省十五重点建设学科负责人、湖南省普通高校哲
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及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点负责人，2004年2月起任湖北大学特聘教授。
已出版《苏诗研究史稿》（中国版、韩国版）、《李贺集校注汇评》等著作多部，在《文学评论》、
《文学遗产》等刊发表论文百余篇，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等课题九项，曾
获全国第二届古籍整理图书奖二等奖、湖南省第六届优秀社科成果三等奖等多项科研奖励，曾获湖南
省新世纪121人才工程人选、湖南省新世纪青年社科研究人才“百人工程”首批人选及湖南省普通高校
学科带头人等荣誉称号。
学术兼职有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李白研究会常务理事及湖南省古代文学学会副会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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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李白游仙访道诗研究仙人与游仙诗先唐文人的游仙精神论唐代文人的崇道之风与游仙之作李白游
仙访道的思想契机李白道教活动考述李白诗歌中的神仙世界李白对游仙传统的拯救与革新游仙访道对
李白诗歌的影响    李白诗歌接受史研究李白的咏史诗及其审美价值唐汝询《唐诗解》“李白诗解”探
微简述方东树对李白诗歌的论评《李白大辞典》的编排体例与学术价值《李白研究管窥》的学术视域
与独特成就    唐代诗歌研究苏雪林《唐诗概论》的研究方法与学术创获《李峤诗注·苏味道诗注》述
评《沈俭期诗集校注》注释商兑李颀诗中的人物形象简论韦应物诗歌的思想与艺术李贺诗歌艺术三论
从接受美学看李商隐无题诗的研究冯浩《玉羚生诗笺注》的研究方法与学术创获    苏轼诗歌接受史研
究关于苏诗历史接受的几个问题明人对苏诗的接受历程及其文化背景清代苏诗研究的繁盛局面及其文
化成因历代苏、黄诗优劣之争及其文学史意义    宋代诗歌选本研究《诗家鼎脔》的文献价值述评《濂
洛风雅》的选诗标准及其文学史意义《宋诗别裁集》指瑕《宋诗钞》的编撰与清初的崇宋诗风《宋百
家诗存》叙录《宋诗纪事》系列研究    附    录以宋型文化建构文学史纲的可贵尝试《唐宋分门名贤诗
话：中国最早的诗话类编》中的失误论宋代的辞赋宋代四六的文体特征与发展轨迹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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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清人选评苏诗的著作不仅数量丰富，而且种类繁富，形式多样。
就评点方法来说，有的沿元明评点旧习，喜摘句评赏，如诗中夹评、旁批即是；有的则侧重于诗颠眉
批或诗末总评，如《苏诗选评笺释》注重章法分析，大抵介于评点与解说之间。
就所评内容来说，大多数著作各体皆评，而《昭昧詹言》注重苏轼七古七律，《东坡和陶合笺》则专
评苏轼和陶诗。
就著作篇幅来说，一般著作只选评，而纪昀的《苏文忠公诗集》则全集评点。
就成果形式来说，有的精选一家评语，冯应榴《合注》、王文诰《集成》及赵克农《纪评苏诗择粹》
都是，而有的则汇录诸家评语，如《角山楼苏诗评注汇钞》以载纪评为主，间附己评兼录查评及王文
浩评注之可取者，《东坡和陶合笺》除附录自己的评语外，还备载胡仔、朱熹、刘克庄、樊潜庵、张
自立、查慎行等人之评语，以上两种著作都带有集评的性质。
再者，有的除了选评以外，还将注释融于其中，使评与注相互印证，相辅相成，如《苏诗选评笺释》
、《角山楼苏诗评注汇钞》等都是，王文诰的《集成》在汇注苏诗时，也夹杂有纪评及他自己的评语
。
　　在写作方法上，清人的苏诗评点更多的保留了宋以来诗文评点的一般特点。
如评语较为简略，多直觉式的感悟，虽有时也闪烁过一些思想火花，但缺乏逻辑方法所具有的周密、
严谨，只有经过一番披沙拣金，爬梳剔抉的工作，方能得出论者的要旨；又侧重于艺术分析，对诗歌
的遣词造句、修辞手法、结构层次等方面的剖析往往细致入微，深中腠理，但亦时有琐屑细碎之处，
对诗人的写作背景、意图及诗歌的思想内涵相对忽视。
鉴于时代学术风气的转变及所评对象的独特性，清人的苏诗评点较之前人又形成了一些新特色。
如大都长于比较研究，既有苏轼自身同类型诗作的比较，又有与前此一切给予过苏诗某些影响的作家
作品的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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