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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孔于2005·-2009年从我攻读清代诗学的博士学位，由于是在职学习，家庭负担也比较重，所以读得
很辛苦。
但他肯吃苦，尽量克服各种困难，做到了工作、学习两不误；他为人诚实忠厚，尊敬师长：这些都给
我留下良好的印象。
经过4年系统学习与训练，他进步很大，治学严谨，基础理论扎实，文献功底较深厚，写作能力也较
强，已具备较高的学术素养与科研水平。
本书专门研究近代唐宋诗之争的问题。
自南宋以来，唐宋诗之争，是中国诗坛延续不断的重要现象，清代则是唐宋诗之争发展最为复杂激烈
的时期。
研究清代的唐宋诗之争，是了解清代诗歌发展史所不可回避的课题。
甚至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说，清代诗歌发展史，就是唐宋诗之争的流变史。
本书是在前孔的博士论文《清代晚期唐宋诗之争流变史》的基础上加工完成的，它选取中国近代唐宋
诗之争的流变作为研究对象，凸显清代道成同年间唐宋诗之争的特点、嬗变过程与发展脉络，具有很
高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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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近代唐宋诗之争研究》力图通过分析近代宗唐与宗宋阵营的人员构成、力量对比与重要诗
人和理论家在时代的思想文化与诗学背景、诗学渊源、诗友交游及个人气质等内外因素交相影响下形
成的唐宋诗宗尚观及围绕唐宋诗而展现的近代诗人的争论、辩难等，来显示道咸同年间唐宋诗之争的
整体面貌与流变趋势，揭示唐诗、宋诗诗学因素在近代诗坛的消长情况，尤其是宋诗的构成特质因素
被深入接受的过程，进而透视近代诗歌的整体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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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前孔，山东章丘人，2001年毕业于山东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2009年毕业于苏州大学，获文学博
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明清诗歌与诗论。
现任教于济南大学文学院。
近年来先后在《东南大学学报》、《中国文学研究》、《苏州大学学报》等核心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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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对苏、黄的推崇，对宗唐者的批判方东树及其桐城诗派虽然表面看来无优唐劣宋倾向，但对宋
代诗人的褒扬远胜于盛唐李、杜之外的其他作家，尤其是对宋诗代表人物苏、黄的推崇，在同时代诗
论家中显得尤为突出。
他推崇苏、黄，主要是创新能变，具有开拓诗境、自立户牖的诗歌史意义。
《昭昧詹言》所论五古、七古、七律三部分，每一部分都将苏、黄列为专论，予以专门论述。
而且，文中揄扬之词比比皆是：苏、黄承李、杜、韩之后，而又能变李、杜、韩故意，离而去之，所
以为自立也。
（卷一）英笔奇气，杰句高境，自成一家，则韩、黄其导师也。
（卷十）（山谷）杜、韩后，真用功深造，而自成一家，遂开古今一大法门，亦百世之师也。
（卷十）直取真境，而脱抚拟之迹，故日还他本等，不取猎近似之词。
然而不别创造一等语句，必使己出，自成一家，则仍是陈言，以熟词晦其新意也。
此山谷所以得自成一家，亦百世师也。
（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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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近年来，我在苏州大学：师从王英志先生攻读清代诗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
在博士论文选题时，先生考虑到我硕士期间曾在山东大学学习中国近代文学，遂让我以晚清的唐宋诗
之争作为博士论文写作对象，经过先生的教诲指导，最终以此论题完成学业，获得文学博士学位。
本书就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加以修改增删而成的。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总是忍不住说上几句要说的话。
当初选择报考苏大，看中的就是苏大雄厚的师资力量和浓厚的学术氛围，还有这异于北方的南国风情
。
一年几次奔波于济南苏州之间，不仅使我领略到南北文化的巨大差异，苏州这座在中国文化史、经济
史乃至建筑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名城更令我沉醉，她景色绮丽，文化底蕴深厚，博雅绚烂而又生活气
息浓郁，徜徉其问，自有一番妙趣流贯心田，对行万里路也有了更深的体味。
苏州，今后定当令我长久回忆、眷恋！
最令我难忘和感谢的是导师王英志先生。
当初承蒙先生不弃，录为弟子。
先生为人宽厚，又有很深的学术造诣，指导学生总能要言不烦，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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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近代唐宋诗之争研究》是济南大学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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