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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系列：中国文学批评史十六讲》能够将历史和现实相联系，中国和西方
相比较。
语言通俗，视野开阔，讲法新颖，举例生动。
符合创新的时代要求，具有较强的启迪意义。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文学批评史十六讲>>

作者简介

刘淮南，1958年生，山西省代县人，忻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已发表论文80多篇，出版专著《创作方法论》和《走向原创的思想》，参与过4部著作与教材的撰写。
为山西省精品课程（“文学概论”）负责人，山西省教学名师，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理事。
个人辞条入选《东方之子》、《世界名人录》等多部辞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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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之间的关系，就能够在社会上站立；最后，还要通过音乐等艺术使得君子的人格得以完善。
《宪问》中另有：“文之以礼乐，亦可以成人矣！
”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可以看到孔子的美育思想。
换句话说，在孔子的人才培养中，艺术教育是重要的内容。
　　第3条是孔子自己说他由卫国返回老家后，才根据音乐将《诗三百》的篇章整理出来，使得雅颂
各就其位。
这里有个问题，即孔子正的是篇章还是乐曲呢？
或者是二者兼有呢？
按照司马迁和班固的说法，是正的篇章。
　　第4条谈到了《诗三百》的社会功用。
在孔子那个时代，《诗三百》在行政、外交和上流社会的一般活动中是被广泛运用的。
由此可见，人们很多时候并不是把《诗三百》仅仅作为文学作品来对待、来愉悦情感的，而是首先将
之作为行政外交中的言说手段。
自然，，对于当时的公务员来说，三百篇也就成为他们的必修课。
所以，不能熟练运用三百篇中的有关内容，完成行政外交中的任务，对于一个虽然很熟悉三百篇的人
来说，是没有用的。
其中的“专对”指的是，外交人员出使别国前要领受国君的意旨，而在具体的外交场合，则需要根据
具体的人物和情景，随机应变，组织辞令，完成任务。
这就叫“受命不受辞”，当然这是就外交官而言的。
就国君来说，则是“授命不授辞”了。
　　第5条中孑L子所说的“夏之时”为夏历，即今天的农历，因为夏历有利于农耕，所以孔子希望使
用这一历法。
而《韶》和《武》分别是描述尧让位于舜和周武王取得天下的音乐。
《八侑》中就提到：“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
’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因为，尧让位于舜是一种“揖让”政治，即上一任好君主尧将位置让给了下一任好君主舜，因而，
展示这一内容的《韶》乐是非常有价值的，再加上其优美的乐曲。
而周武王取得天下是通过了武力的，自然，展示这一实际的《武》乐，虽然在音响效果方面是美的，
可就内容上而言，却不是那么善了。
可见，孔子的审美评价和道德评价是联系在一起的。
不过，如果从治理国家来说，使用《韶》和《武》也标明了孔子对这两个乐曲还是肯定的，或者说，
孔子对作为国家行为的武力，并非一味反对。
　　至于“郑声”，即“郑风”。
从今天的意义上，我们可以称之为当时民间的流行音乐，因为它在社会上太流行了，而且上流社会也
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可是它毕竟又不是来自于上流社会的，所以孔子不愿意提倡它们。
这与古希腊的柏拉图驱逐诗人离开他的理想国的言论有些相似。
　　第6条是从陈亢的角度来谈孔子的，从他的感受中，我们可以明白的是，“诗”和“礼”的重要
性，这与第2条是相关的，应当联系起来。
　　第7条同样是对《诗三百》重要性的强调，只不过这里面对的是“小子”，即“同学们”。
同时，这里谈到了诗的“兴、观、群、怨”等功能，都是文学艺术发挥其积极的社会作用的具体方面
，咱们可以说得具体一些。
　　“可以兴”指的是读诗可以激发人们的情感，引发人们的联想与想象。
朱熹将这一句解释为“感发意志”。
当然，这里的意志不是一般的情感，而是一种“好善恶恶之心”。
可见，诗“可以兴”实际上揭示并强调了一种积极的艺术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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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观”中的“观”，指的是观察、观看和观赏；比起其他视看类的词语，“观”多了一层赏
玩义。
如《孟子·尽心上》的“观水有术，必观其澜”。
具体到这里的“可以观”，意思有二：一是“陈诗观风”，也就是“观风俗之盛衰”，从而“考见得
失”，让人们从诗歌中了解社会的状况；二是“观志”，即了解诗人之志和诵诗者之志。
就前者而言，更多的是针对着领导者的，所以，也就有了领导层面的“采诗”和平民百姓的“献诗”
。
《礼记·王制》中有：“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
”还有人们熟悉的《国语》中“召公谏弭谤”的记载，都是为了“观”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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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刘淮南编著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十六讲》是“大学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系列”之一，能够将历史和现实
相联系，中国和西方相比较。
语言通俗，视野开阔，讲法新颖，举例生动。
符合创新的时代要求，具有较强的启迪意义。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文学批评史十六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