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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一种感受方式和生存技艺，诗歌的意义何在？
　　答案自然是多种多样的。
我的理解是，诗歌的意义在于，以独特的艺术感受方式和语言方式来书写、表达并保存人与外部世界
和内心世界发生关系后形成的生存经验。
这种经验可能是诗人的个人经验，也可能是诗人生活那个年代的社会经验。
从哲学上讲，经验是来源于感官知觉的观念，是来源于反思即由内省而知道的那些观念。
诗歌中的经验所呈现的观念不是抽象的枯燥的，而是具象的活泼的，它对于人生有着特别的活力。
德国思想家狄尔泰对经验与人生的关系有很深刻的认识。
“经验对历史乃至整个人生，永远保持着经久的活力与意义。
经验与人的内心生活有一种观念无法分离的直接体味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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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诗歌与经验：中国古典诗歌论稿》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带有通论性质，探讨中国古代
诗人感受时间的基本道德态度和表达诗意的主要方式，漫谈古典诗歌的艺术感受问题。
　　第二部分是古代诗人的个别性研究，有较早尝试对作家作品研究进行数量分析的论文，最有代表
性的论文则是论苏东坡诗歌的空间感。
　　第三部分论述了元明清诗词的演变以及旧体诗的革命与现代诗歌的兴起，还论述了古典诗歌，对
于了解古典诗歌的发展演变、文体的鉴赏和旧体诗习作或有所裨益。
　　《诗歌与经验：中国古典诗歌论稿》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带有通论性质，探讨中国古代诗人
感受时间的基本道德态度和表达诗意的主要方式，漫谈古典诗歌的艺术感受问题，也有断断续续写的
“江边诗话”（部分）。
第二部分是古代诗人的个别性研究，涉及的诗人有陶渊明、杜甫、高适、岑参、韩愈、柳永、王安石
、苏轼等。
其中有较早尝试对作家作品研究进行数量分析的论文，也有以宋诗为对象探讨本朝人注本朝诗歌的独
特现象的论文，最有代表性的论文则是论苏东坡诗歌的空间感。
第三部分论述了元明清诗词的演变以及旧体诗的革命与现代诗歌的兴起，还论述了古典诗歌格律的有
关问题，这部分内容对于了解古典诗歌的发展演变、文体的鉴赏和旧体诗习作或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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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三夕，男，1953年9月生于武汉。
文学硕上，历史学博士。
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研究所所长，国学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武汉社会
文化研究院副院长。
长期在高校从事古典文献整理与文史领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已出版学术专著数种，发表论文90余篇，成果累计200多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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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在《江边诗话》题记中回忆过我的早期生活经验与诗歌的深厚关系。
我从小在长江边上长大，经常在长汀边上游泳，多次横渡长江。
在江边除了玩水，有时也吟颂毛主席诗词。
在当中学教师的五年中（1972-1976），即喜爱诗歌创作，写了一些幼稚可笑而充满革命激情或友情的
诗。
好友袁廷华君的“沙鸥体”常常使我耳目一新，他1977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我1979年考入
南大中文系研究生，我们成了校友。
同时的文学青年兼友人还有王亚非、李江宏、刘阳春等等。
王亚非是诗人沙鸥的侄子，在外国诗歌和新诗创作上当时就有相当深的造诣，只是后来转入电视媒体
做科技节目，远离他所热爱的诗歌。
李江宏在《长江日报》副刊上发表过诗作，1978年考入中山大学物理系，后来去了美国。
刘阳春则专注于小说创作，勤奋写作而把自己身体搞垮了。
当时我经常与江岸中学的同事兼室友张泽恩一起散步到江边谈文学，其中谈得最多的是诗歌。
张泽恩是一位极有口才的语文教师，他的夏夜故事会成为我终身难忘的口头艺术享受，他的诗朗诵也
具有相当的艺术感染力。
可惜张老师因癌症而过早地离开人世。
我二十多年的早期生活所在的区叫“江岸区”，我又在一个名叫“江岸中学”的学校．读书教书十一
年。
后来读唐宋诗歌专业研究生，也是在长江边上的南京。
我生于江边，长于江边，学于江边，游于江边，老于江边。
我对“汀边”或“江岸”充满了特殊的依恋和不灭的记忆，我对诗歌充满了无比的热爱和深深的敬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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