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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缘起之说　　从萌生写作这部书的想法开始直到完成它，其间大约隔了十年多的光阴，现在
回忆起来，已经有些渺茫。
记得当时学界正在倡导宏观研究的方法，一系列有关这方面的论文令我大开眼界，作为一种研究思维
，它开阔的视界影响了我当时的写作，许多论文题目一时间都变“大”了。
正是在这样一种“阅读”与思考的状态下，一本和“主题研究”有关的专著进入了我的视线。
现在回想起来，在那本书里，论者纵横驰骋于不同文本，几乎是任情调遣众多文献材料的快意深深吸
引了我。
那时的我正埋头于诗学理论研究，终日冥思苦想，沿着自己设定的理论框架去寻找文献的支持，经常
莫名其妙地陷入材料枯竭的状态。
但是，在这本“主题研究”的论著里，情况却不然，浩繁的中国文献典籍，对他来说似乎是调遣不尽
的。
更吸引我的又不止于此：在这本书中，几乎每一个主题的展开思路都体现出了“主题学”理论所固有
的那种“整体性”、“贯通性”的用思特性，而在这一点上，它恰好与当时的宏观研究方法“合辙押
韵”。
驰骋的自由和大气地挥斥，正是它的魅力所在。
坦白地说，这种思维性格，在当时很令我着迷。
我始终信奉研究的“自由主义”原则，认为研究应该是研究者性情的表达，如果研究不能给研究者带
来愉快，反而是束缚，那就应该毫不犹豫地摆脱，哪怕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
“主题研究”在这一点上似乎非常符合我的性情和奉行的主义。
在那段时间里，那种研究思考的自由感几乎时刻在召唤着我，只是由于当时的许多没完成的其他课题
的牵绊，让我最终与它止于相望而已。
　　自此以后，我对于学界主题研究成果的关注，变得更加刻意了。
我发现，原本这个属于比较文学范畴的主题研究，在一个非常开放自由的学术领地里，其实存在着很
多的缺欠和粗糙的空白。
总的印象是：以目前的大陆学界在古典文学领域内进行的这种研究成果从整体情形来看，距离真正意
义上的主题比较研究仍十分遥远，这表现于它的“基础设施”建设即作为与“他者”比较的前提——
中国文学自己内部的主题研究尚欠账很多；表现于主题学理论的运用方面，生硬套用的痕迹触处可见
。
在许多有影响的著述里，理论的优长之处与其固有的缺欠共存。
最值得提及的便是这种“宏大”的用思性格，又似乎很容易引人陷入“自以为是”的境地，其结果就
是：辛勤制作的“产品”，常常因为这种研究的无限联系性而破绽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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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典诗歌主题研究》借鉴比较文学研究之“主题”概念，从微观（诗歌文本）和宏观（诗
歌演变史）相结合以及“社会文化功用”的角度，对中国古典诗歌（以唐诗为中心）进行了系统的梳
理和探究。
在此基础上，《中国古典诗歌主题研究》归纳出中国古典诗歌在文化视阈中具有超越性、概括性、生
成性的十种基本主题：时间、生命、情爱、别离、求仕、忧患、隐居、从军、怀古、娱乐。
作者从文化诗学的视阈出发，注重发掘这些基本主题得以生成、演进的民族文化内蕴，在具体的诗歌
文本解读中反观蕴涵其中的民族心理、思想意识、思维方式等；在具体的诗歌文本解读中融人中国古
代诗歌社会文化功用理论的阐发，突出文学活动中“人”的主体性和作品的当下意义；全方位、多维
度地展示了中国古典诗歌根植的文化土壤、民族精神、情感特质和诗学内蕴。
　　《中国古典诗歌主题研究》适合于有兴趣对传统诗歌作深度思考与探究的高校文科学生，以及从
事中学语文教学的教师用为参考，以助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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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向春，硕士生导师，1952年生，河北丰润人。
1977年考入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系和，任教于古代文学教研室至今。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诗学与传统诗文化的研究。
现任人国柳宗元研究会理事、院中国古典诗文化研究所所长。
著有论文集《松斋论诗丛稿》（2007年）、主编《中国古典文学》（2005）等。
曾先后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丛刊》、《社会科学战线》、《社会科学辑刊》等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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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中国古典诗歌的“主题研究”一、“主题研究”的基本概念二、中国古典诗歌“主题研究”的发
展轨迹三、中国古典诗歌“主题研究”的分类问题第一章 中国古典诗歌的时间主题一、从物理学到哲
学的时间观念二、及时行乐?惜时进取三、“春女思，秋士悲”四、诗意的哲思第二章 中国古典诗歌
的生命主题一、基于现世的生死观二、生死道无常与临终自悼三、厌世与游仙四、哭挽与怀故第三章 
中国古典诗歌的情爱主题一、中国古典诗歌表现情爱的传统二、别离的相思与怨望三、失恋的痛楚四
、宫怨、闺怨中爱的渴求五、“不思量，自难忘”的深沉悼亡六、躲闪与放肆：传统艳情诗歌的心态
特征第四章 中国古典诗歌的别离主题一、别离主题的文化成因二、孤客千里的悠悠乡愁三、依依别情
四、怀远与赠答第五章 中国古典诗歌的求仕主题一、求仕：个人价值的实现方式二、言志、咏怀与求
仕动机三、宦游、求仕的苦辛四、干谒、奉和、应制与酬答五、“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六、下第、感遇、感怀中的幽愤第六章 中国古典诗歌的忧患主题一、中国诗歌的忧患情结二、早期
诗歌中的忧患意识三、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四、“心忧炭贱愿天寒”五、对文化衰微的
忧患第七章 中国古典诗歌的隐居主题一、隐逸人格精神的特点二、陶渊明以前的隐居诗三、以陶渊明
诗为中心四、山水、禅悦与闲适第八章 中国古典诗歌的从军主题一、从军主题的文化释义二、《诗经
》战争诗篇与幽燕悲歌三、从军主题的高扬四、盛唐：从军诗的高潮第九章 中国古典诗歌的“怀古”
主题一、“怀古”诗类的民族特征与成因二、“怀古”主题诗类的界定与诗学含义三、怀古主题诗类
的子项划分第十章 中国古典诗歌的娱乐主题一、诗歌的开端：从“媚神”到“娱人”二、卑贱的娱者
：从“古优”到“赋家”三、“释放”的时代：从“赋家”到“诗人”四、把玩“作品”：魏晋诗人
的自娱自乐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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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十章　中国古典诗歌的娱乐主题　　文艺包括诗歌文学具有娱乐之功用，原本是中外文艺理论
的一个定律。
古罗马的理论家贺拉斯在其《诗艺》中说：“如果是一出毫无益处的戏剧，长老的‘百人连’（此为
古罗马武装部队的单位——引者）就会把它驱下舞台；如果这出戏毫无趣味，高傲的青年骑士便会掉
头不顾。
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
”从理论上说，娱乐性是包括诗歌在内的艺术的本质特征之一。
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艺术是“自由的游戏”，其特征就是“无目的性或自由的合目的性。
”（《判断力批判》）其后，席勒又在这个基础上将这一学说系统地继承并加以发挥。
他认为艺术活动“是一种以审美外观为对象的游戏冲动，游戏冲动作为调和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的中
介，创造了一个活的形象，或者说，创造了最广义的美”。
（《审美教育书简》）但是，对中国古典诗歌来说，这一理论似乎并不完全适用。
中国古典诗歌特别强调言志抒情，表见情性，其社会功用特别注重政治教化，移风易俗。
专就娱乐性的诗歌表现来看，把“自娱独乐”与“同乐娱众”之作的两种情形放在一起比较，显然后
者要更为发达一些。
中国古典诗歌的作者主体是历代的士大夫文人，即所谓“劳心”者阶层，心之劳，劳于教化百姓之事
，所以看起来是“自娱独乐”，表现“情性”的诗，其实往往在自觉与不自觉地表现自己作为“教化
者”的“目的性”，欧阳修所曾讴歌的“独乐乐不如与民同乐”，说到底还是他本人“独乐”的精神
境界，也因此，西方戏剧文学之所谓“寓教于乐”，就很难成为中国古典诗歌自觉而为之的“目的性
”。
换言之，西方的“乐”，有真实为“众”的“目的性”，且更多用力在艺术形态方面，而中国诗的“
乐”，“乐”在性情，主张以个人的“为人”境界来影响周围的“众”，包括后来的“众生”，比如
陶渊明、苏轼的诗。
这样说来，讨论中国古典诗歌娱乐主题的“个性”，实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娱乐的诗在各个历史
时期都受着传统政教文化和专制的等级社会制度的严重约束，真正为民众的娱乐诗始终难登“大雅之
堂”，事实上也从未融入中国古典诗的主流，至少在现存的诗歌遗产面前，就是如此。
所以，我们解读娱乐主题诗类，也只能从文化的复杂层面上入手，把我们所能够思考的成果呈现给读
者，尽力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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