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刘克庄与中国诗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刘克庄与中国诗学>>

13位ISBN编号：9787806595534

10位ISBN编号：7806595538

出版时间：2004-2

出版时间：巴蜀书社

作者：王明见

页数：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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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刘克庄与中国诗学>>

内容概要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刘克庄因是江湖诗派后期的领袖而著名。
其实后村在文坛的地位和影响不仅仅在于他的诗，林希逸《后村先生刘公行状》说当时人“言诗者宗
焉，言文者宗焉，言四六者宗焉”，宋理宗也称扬他“文名久著，史学尤精”，在南宋后期号称一代
文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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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明见，又名王明建，湖北红安人，1959年生。
1992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获文学硕士；2003年毕业于河北大学，获文学博士。
曾用笔名“明见”在《文学遗产》《中国文学研究》《甘肃社会科学》《西南师大学报》《东疆学刊
》《殷都学刊》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篇许。
现为三峡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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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诗学关于诗法理论的讨论可谓纷纭复杂，难以“一言以蔽之”。
但只要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探讨，就可洞察其脉络走向。
刘克庄以前的诗法理论史大约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诗法理论的史前时期。
既然这一时期没有诗法理论的出现，那么考察这一时期的意义就不在于有无诗法理论？
而在于为什么没有这种理论。
这一时期的具体时间是齐梁以前，因为诗法理论是伴随着齐梁声律论的产生而开始的。
为什么齐梁以前没有诗法理论？
主要原因大概有二：第一，就创作而言，这时期的诗歌写作是自发自为的，自然而然的，也就是古人
所说的“天籁”，“天”就是自然，与人为相反。
这时期的诗歌创作没有人为规定的格式和技巧，而是生产、生活感情的自然流露，不管是先民那种“
举大木者，前呼‘邪呼’，后亦应之”的“举重劝力之歌”，还是周朝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的《诗经》中的国风，抑或是汉代“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乐府诗，都是发自天然的生产、生活
感受。
因其自然流露的特点，当然不受什么格式法度的限制，因而也不要什么诗法理论的指导。
第二，就诗学理论而言，中国诗学最先关心的不是诗歌创作艺术技巧的问题，而是诗歌是否有用的社
会功用性。
言无用者有道家、墨家和法家，言有用者主要是儒家诗学。
言有用者又分为二：一是“诗言志”之类具有现实主义意义的诗学观，有一定的合理性；一是强调教
化的儒家诗教，政治伦理色彩较浓，因而偏颇性较明显。
在后来长期的中国诗学发展中，功用性的诗学观一直成为中国诗学的主脉，其影响远远大于关于诗歌
技术技巧的诗法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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