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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魏晋艺术精神如其他任何一种重要的精神文化现象一样，都有一个发展与演变的过程，并非一道静止
不动的文化景观。
那么这个“过程”是怎样的？
它是如何形成与演变的？
其中有哪些关节点值得注意？
而这些问题恰恰正是本书《魏晋艺术精神研究》所要探讨与解决的。

 《魏晋艺术精神研究》由郭世轩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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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世轩，安徽临泉人，先后在阜阳师范学院、山东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获得文学
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任阜阳师范学院教授，校级重点学科文艺学学科带头人。
全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会员、省文学学会理事、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省美学学会会员、省比较文
学学会会员、皖北文化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等。
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合著有《大学美学》等四部著作；在《东方丛刊》、《思想战线》等专业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多
篇；主持和参与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和省教研项目等多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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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有了这样的资源储备，再加上赋家的艺术实践与全新的理论主张，汉赋势将长驱直人，大踏
步地向前，并与“经学”思维分道扬镳，并得到长足的发展。
汉赋如果要选最合适的代表，那就非司马相如莫属。
前人有“西汉文章两司马，南阳诸葛一卧龙”之说。
这也间接说明了司马相如与司马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重要性！
一为文学家，一为史学家。
若从公认的汉赋四大家来看，司马相如与扬雄为西汉大赋的代表，而班固、张衡同为东汉大赋的代表
。
若就作品而言，司马相如、扬雄的作品在西汉也为最多。
据北大学者费振刚先生等人辑校的《全汉赋》统计，西汉赋作总计66篇，其中扬雄11篇，司马相如10
篇，刘向9篇，枚乘5篇，贾谊、孔臧各4篇，刘歆3篇，邹阳、刘安、东方朔、王褒、班婕妤各2篇，陆
贾、公孙乘、路乔如、公孙诡、羊胜、董仲舒、刘胜、刘彻、司马迁、冯商各1篇②。
其中司马相如、枚乘、扬雄、刘向四人就占了一多半。
由此可见，司马相如、扬雄为西汉两大赋家是当之无愧的。
并且两人都有关于赋的理论体会，对汉赋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司马相如之所以成为汉大赋的代表，是因为他的生活年代主要处于汉武帝盛世。
他生于公元前179年（文帝元年），卒于公元前117年（武帝元狩六年）③。
主要生活在景帝、武帝时代，与淮南王刘安为同龄人。
而扬雄（前53一前18）④主要生活于成、哀、平和王莽时代，已处西汉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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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魏晋风度的内涵是什么？
它与魏晋艺术精神有何联系？
魏晋风度意味着什么？
它是如何表现的？
它又是如何生成的？
郭世轩编著的这本《魏晋艺术精神研究》由感性而理性再到情理交融，逐层深入，探讨与解决了上述
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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