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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徽宗朝诗歌研究》在对现存徽宗朝大量诗歌作品细致研读的基础上，排比归纳，分析比较，沿
波讨源，玩味寻绎，梳理出自元祜至南宋初年，宋诗发展由学苏（轼）到学黄（庭坚），再由学黄向
学苏回归的大致过程；并认为，在徽宗时期，江西诗派中的许多人（不只是吕本中），如潘大临、谢
逸兄弟、洪炎等，其诗风已趋于平易，这实是学习苏轼的结果。
南宋初“苏学”盛行，其先兆早在北宋后期已显现出来。
从苏轼一向主张自然为文的观点来看，此说是很有见地的。
书中又对惠洪、饶节、祖可、善权等诗僧的创作进行研究，指出这一时期僧诗的创作极为繁荣，且同
样表现出由学苏到学黄转变的迹象；对徽宗和徽宗时期的宫廷诗人，如慕容彦逢、王安中等人的创作
展开论述，认为他们的诗歌在叙写自我生活的场景、描绘风景人物以及大量运用以赋为诗的手法等方
面，都突破了王建宫词创作的藩篱，雍容华丽，自有其认识价值；对集句诗、柏梁体和六言诗在徽宗
朝的兴盛和变化进行探讨，以为无论在题材和主题的取向还是在创作手法与技巧的创新上，这些特殊
体裁的创作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并对南宋初的诗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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