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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是一座非常丰富精深、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人类文化宝库。
近三十年来，由于人文社会环境的相对宽松，长期陷于简单、僵化、滞后的学术研究界得以逐步苏醒
，禁区也日渐减少，这一领域的研究有了明显的长进，观念在不断变化。
通史、断代史、文体史、专题史、专家研究、专书研究等各类书籍，均有各抒所见、反思旧说的特点
，资料选编、词典、目录等方面也有不少书籍出版，便利后学。
这就为自由探讨，沟通思想，互相补充，推动学科建设，共同提高研究水平，开拓新的发展境界提供
了若干科学基础。
这是大家久已企盼，期望达到的。
时代要求我们学人的，就是各就所能，力求有所创新，有所成就，把过去不能想、不能做的工作勇于
承担起来，把千百年来先贤们在其思考与实践中，分散、潜在、蕴含着的精华因素择取、生发出来，
为建设新文化尽力。
组编在这套“中国各体文学理论史丛书”里的五部著作，是研究中国古代包括诗学、词学、戏剧、小
说、散文五种主要文体理论发展历史的专门著作。
这五种古代主要文体的理论，既有一致，即带普遍性的因素，因各体彼此都属文艺创作，又都具有中
华民族生活地域、历史发展的特色，当然有共同点：但亦由于文体的差异，各自产生和成熟的时代不
同，社会文化背景也不一致，所以其间必然存在某种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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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各体文学理论史丛书》五种中的一种，全面介绍了上起先秦、下迄清代的中国古典散文
理论发展的历程。
书的前言首先对古典散文的概念做了厘定，确定“泛义地理解古典散文的概念以作相应的理论史研究
”的宗旨。
从第一至第七章的章名“先秦：关于言辞的认识——理论起点”、“两汉：相伴经学的理论初建”、
“魏晋南北朝：成一家言与体情摛藻的理论交织”、“隋唐：从‘经国之大业’趋向复古明道的理论
走势”、“宋金元：‘道’的深化及理论衍生”、“明代：以文学表现为理论重心的流派之争”、“
清代：古文理论之集大成与终结”，可以看出作者的致力处。
     本书中的中国古代散文，指的是古代诗、词、曲、小说以外的各体文章，主要包括散体文、辞赋、
与骈文等。
全书分历史朝代论述各时期中国古典散文理论的发展历史，梳理归纳出古典散文理论各家各派的脉络
与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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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先秦以来形成的立言不朽的观念，根深蒂固地植人中国古代文人的心灵中，是他们难以割舍的一个情
结。
自汉代司马迁著史欲“成一家之言”，扬雄仿经著书欲传后世，文人就把子、史类著作视为立言之作
。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的个体生命意识开始觉醒，对生命的短暂和生命意义产生强烈感悟，以文立言
而求人生不朽的意念随之凸现出来，成为文人关注重心，也成为他们衡量生命价值的重要标杆。
文人们对立言之作心怀虔敬，在写作要求上也自有其体，但当时盛行文坛的文辞表现特征，以及普遍
的美学观念，不可避免地渗入到立言之作的撰著中，且进而转化为文人自觉的写作理念，因而关于立
言之作的文体形式及文辞要求等认识也渐生变化，这正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时代的文学思想特性。
1.曹魏时期：立言观念中的功名期望曹碑丕《典论·论文》_中对建安七子的诗文一一辨析称道，但他
叹息道：“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
”这是指徐干著有《中论》一书，而其他数人皆无此类著作。
《四库全书总目》论《中论》云：“大都阐发义理，原本经训，而归之于圣贤之道，故前史皆列之儒
家。
”可见，被曹丕称为“成一家言”者，就是指此类论著。
其实，曹丕对于各类诗文的价值也有充分肯定，他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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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典散文理论史》是中国各体文学理论史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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