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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吴承学编写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对中国古代文体学进行了较完整和系统的梳理，是对中国
传统文体学的回归性研究，在西方文体学研究的影响之下，坚守中国文化本位立场，根据相关史料和
文本系统考察了中国文体学的历史发展和特征，是一部结构合理、论证严谨、征引翔实的学术著作。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共24章，分别从学科论纲、文体学考察、文体功能、人品与文品、地域对文
体的影响、文体形态，以及中国古代各时期学者对文体学的研究著作等方面出发，论述了中国传统文
体学研究的各项基本问题，宏观地再现了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发展轨迹，凸显了文体学在中国文化体系
中的重用，是一部文体学研究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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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承学，1956年生，广东潮州人。
1977年考入中山大学，1982年获得学士学位，1984年获硕士学位。
1987年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90年获博士学位，分配到中山大学中文系工作。
1994年晋升教授，2006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0年被聘为中山大学“逸仙学者”讲
座教授。
学术兼职有《中山大学学报》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广东省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
组成员、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明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古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等
。
出版过《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等专著数种，论文多篇，主持过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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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上编
　第一章　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纲
　　一、辨体：学科的基点
　　二、何谓文体：学科的起点
　　三、学科的基本内涵与对象
　　四、与其他学科的互动关系
　第二章　对“文本于经”说的文体学考察
　　一、从经学到文体学
　　二、从经各有体到文体分类
　　三、宗经与尊体
　第三章　生命之喻
　　一、批评的比喻和文学的观念
　　二、从人体到文体
　　三、艺术形式与生命形式
　　四、有机的整体
　　五、对于批评方式与标准的影响
　第四章　诗可以群
　　一、唱和：交际与交流
　　二、公宴：“嘉会寄诗以亲”
　　三、探题赋韵：集体性规范
　　四、赋得：“诗徇乎物”
　　五、联句：集体性形态
　　六、文体形态：观念的载体与文化的意蕴
　第五章　诗人的宿命
　　一、从“伐能”到“薄命”
　　二、“诗能穷人”与“诗能达人”
　　三、“诗人薄命”：一种集体认同
　　四、从“薄命”到“无穷”
　第六章　辨体与破体
　　一、文体总体风格形成的内在原因
　　二、破体与变体的趋势
　　三、契会相参本采为地
　第七章　文体品位与破体为文之通例
　　一、文体品位观和破体通例
　　二、以诗为词与以词为诗
　　三、以古人律与以律人古
　　四、以文为诗与以诗为文
　第八章　中国古典风格学的形成及特色
　　一、人物品评与风格批评
　　二、“气”、“体”的发现
　　三、“气”、“体”的本质与特点
　　四、参照与比较
　第九章　体与性
　　一、从情志论到体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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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才性与风格
　　三、“文如其人”辨析
　第十章　人品与文品
　　一、人品文品说的历史发展
　　二、人品诸要素对艺术品格的影响
　　三、人品与文品的深层关系
　　四、对人品文品说的评价
　第十一章　江山之助
　　一、自然界留在精神上的印记
　　二、地域文化与人格塑造和创作
　　三、风土感召与风格创造一
　　四、科学地评价地理环境的作用
　第十二章　文学上的南北派与南北宗
　　一、南北文风不同论发展概述
　　二、南派北派的美学内涵
　　三、文学上的南北宗
　　四、南北文风差异的成因
　　五、重北轻南的文化心理
下编
　第一章　文体形态：有意味的形式
　　一、文体学研究的独特意义
　　二、忏悔文：从自省到忏悔
　　三、杂体诗：汉语“诗性”的形式实验
　第二章　文体学史料的发掘和处理
　　一、类书与文学批评和文体学研究
　　二、字书与早期文学和文体观念
　　三、文体史料的释读与处理
　第三章　从章　句之学到文章之学
　　一、古书的句读标志与计量单位
　　二、两汉章　句之学
　　三、《孟子章　句》与《楚辞章　句》
　　四、从经学向文章学的转折
　　五、篇翰意识的凸显
　　六、《文心雕龙章　句》的文章学理论
　　七、文章学对经学的反哺
　第四章　任防《文章缘起》考论
　　一、《隋志》称“亡”之书未必不存
　　二、唐宋文献中的《文章缘起》
　　三、《文章缘起》之著录体例及其特色
　第五章　宋代文章总集的文体学意义
　　一、唐宋新文体的确认与传播
　　二、从总集看宋人的古文观念
　　三、总集叙次与文体、文学观念
　第六章　“八脚词”与宋代文章学
　　一、“八脚词”名称的出现
　　二、宋代文章学中的“脚”
　　三、“八脚词”与宋代科举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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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八股四题
　　一、体制与规范的确立
　　二、以古文为时文
　　三、“新学横行”与技法追求
　　四、民间化与“文统在下”
　第八章　明代文章总集与文体学
　　一、“以体制为先”与“假文以辩体”
　　二、序题：一种流行的批评方式
　　三、文体分类：集大成与新开拓
　　四、综论：特色与影响
　第九章　黄佐的《六艺流别》与“文本于经”的思想
　　一、黄佐与《六艺流别》的编纂
　　二、首次以选本建构文本六经的谱系
　　三、序题的文体学史价值
　　四、《六艺流别》与文体分类学
　第十章　贺复徵与《文章辨体汇选》
　　一、贺复徵生平事迹与《文章辨体汇选》产生的背景
　　二、《文章辨体汇选》的编纂体例
　　三、《文章辨体汇选》的编选特色与价值
　第十一章　《四库全书》与评点之学
　　一、论宋人读书法与评点
　　二、论孙、钟评点与晚明文风
　　三、《四库全书》对于评点的观点与立场
　　四、《四库全书》学术立场分析
　第十二章　论《四库全书总目》的文体学思想
　　一、文体谱系与文体本色
　　二、文体的分类与归类
　　三、文体源流论
　　四、调和骈散之争
　　五、史传与小说
本书篇章来源说明
引用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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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找到学科发展的基点和起点，在内涵、对象等方面勘划自身的学科范围，并不意味着古代文体学
的自我封闭，恰恰相反，强调古代文体学的学科意识、学科独立，正是要在建设古代文体学学科的相
对完整性的同时，保持对其他相关学科的开放性，实现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在疆域上的“比邻而居”
和“通家之好”。
如果说，我们前面所讨论的“辨体”作为古代文体学中贯通其他相关问题的核心问题，处理的是古代
文体之间的分疆划界以及学科疆域之间的跨越与渗透，那么，我们这里所说的古代文体学与其他学科
之间的互动，处理的则是现代学科之间的分疆划界以及学科疆域之间的跨越与渗透。
　　虽然涉及的问题十分繁杂，但大致说来，古代文体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分成以下两
类：一是与现有的古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关系，一是与现代文体学特别是现代西方文体学的关系。
　　我们首先讨论第一类关系。
从一定意义上说，古代文体是古人审美地感受世界、把握世界的方式。
对此，现有的古代文学研究学科，如古代文学理论、古代文学史、古代文学批评史尽管对文体都有所
研究和涉及，但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又不能不受到各自学科的范围和性质的限制。
古代文体学看起来是归属于多种古代文学研究学科的交叉地带，却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多种研究学科
的不管地带。
因此，建设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古代文体学，不仅有古代丰富的文体理论与实践韵客观基础，同时也是
构建完善的古代文学研究学术结构的需要，并有利于在多种学科的合理互动中推进古代文学理论、古
代文学史、古代文学批评史和古代文体学的互动发展。
　　从古代文体学与古代文学理论的学科互动中我们看到，一定的文体形态总是和特定的文学观念、
文学理论息息相关。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古代许多重要的文体形态是“非文学”的文体形态，但是在中国古代，实用文体
形态与文学文体形态是浑然一体的，因此我们就需要突破现代文学观念的局限，从古代特有的文学观
念、文学理论出发，对古代文体的丰富实践进行符合实际的理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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