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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汉语诗学论丛》系列之一的《楚辞论丛》分册，书中具体包括了：屈原思想流派辨、楚辞的
歌节变化及其特点、楚辞在艺术形式上的地方特色、《离骚》中的象征手法和象征系统、《惜往日》
“疑点”辨析、《天问》结构的独特性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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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殷光熹，1933年9月生于浙江杭州。
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研究生导师，楚雄师范学院中文系客座教授，楚雄师范学院省级重点学科汉语
诗学方向特聘研究员。
现为中国屈原学会名誉会长、常务理事，中国诗经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代表著作有《楚骚：华夏文明之光》、《唐宋名家词风格流派新探》、《宋诗名篇赏析》等六种，合
写著作有《楚辞注释》等三种，主编《姜夔诗词赏析集》等两种，点校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一种
。
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曾参与十多种辞书的撰稿工作。
海内外一些书籍报刊和国内部分电视台、广播电台曾对其中一些论著作了评价、摘登、引用和转载。
曾获云南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三次、云南省教学成果一等奖一次、省市级优秀论文奖五次、省级
优秀著作奖两次、西南地区优秀图书奖一次、全国屈学研究（1984年～1990年）一等奖一次。
出席国际学术研讨会十余次，并宣读了论文。
多种辞典载有其个人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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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读书与写作（代序）楚辞思想艺术研究  屈原思想流派辨  从《天问》看屈原的历史观  生与死：“美”
的颂歌和悲歌——论屈原的生死观  从《思美人》看屈原的创作心态  楚辞的歌节变化及其特点  楚辞在
艺术形式上的地方特色  《离骚》中的象征手法和象征系统  《离骚》“修”字例释  重新解读《九歌》
中的某些人称及其归属问题  《惜往日》“疑点”辨析  《天问》题名考辨  试论《天问》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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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魂  大招  九辩楚辞传承影响研究  学古出新传扬楚骚——《招隐士》解读和审美  两汉时期的楚辞评
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楚辞评论  继承屈原精神，重奏楚骚遗响——从南宋词作和楚辞  研究看屈原的影
响  试论屈赋对辛词的影响——论屈赋与辛词（之一）  辛词中回荡着骚人的灵魂——论屈赋与辛词（
之二）  骚人的审美情趣——论屈赋与辛词（之三）  从表现手法上看辛词与屈骚的关系——论屈赋与
辛词（之四）  说“骚体词”  刘熙载楚辞论初探  鲁迅论楚辞回顾与展望  新世纪楚辞研究仍有广阔的
天地——关于建立楚辞  研究系统工程和楚辞学体系的初步设想  不重虚名但求务实附录：  姜亮夫精研
楚辞教育世家传书香——学者访谈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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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屈原思想流派辨　　屈原思想到底属于哪一家？
历来研究楚辞的人看法不一。
较普遍的看法有三种：儒家、法家、道家。
此外还有认为属于阴阳家、神仙家或杂家的。
这些看法都有一定的根据和例证。
如果从屈原与先秦诸子思想的相互影响来说，这些看法都可以成立，如果就某个思想体系看，硬派屈
原的思想为某一家、某一思想体系，就值得商量了。
因为用北方先秦诸子某个思想流派的框框来套屈原的思想，不仅不符合屈原的思想实际，也是不科学
的。
究竟怎样看待屈原的思想才合乎实际、合乎科学？
这仍然是一个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关于屈原思想是否属于儒家思想体系的问题　　认为屈原思想属于儒家一派的，最早从刘安开始
。
他在《离骚传》中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
”这是用儒家的道德观来看屈原的，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者。
东汉王逸首先系统注释楚辞，认为“《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以儒家的眼光来读楚辞、
注楚辞。
在他的注释下，屈原成了儒家信徒了。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把屈原同“大儒荀卿”并称。
杰出的文艺批评家刘勰没有完全苟同王逸的看法，在《文心雕龙辨骚》一文中指出有四点“同于风雅
”，有四点“异乎经典”，即使不像彻底的儒家，也有一半像儒家。
其他如韩愈、柳宗元、贾岛、王世贞等都曾论及屈原思想，想把屈原的作品纳入儒家思想范畴，给屈
原戴上儒家桂冠，披上经典外衣。
到了现代，也有人认为屈原思想属于儒家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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