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古典文学的诗意解读>>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古典文学的诗意解读>>

13位ISBN编号：9787040363814

10位ISBN编号：704036381X

出版时间：2012-12

出版时间：李雅君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12出版)

作者：李雅君

页数：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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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典文学的诗意解读>>

内容概要

　　《古典文学的诗意解读》以独特的视角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诗意解读，既有对文学史的广度认识
，又有文化认同的深度理解。
全书以中国古代文学文体演进阶段为单元，各章节大小标题均有鲜明的文学特征，如“唐诗江山”、
“宋词庭院”、“浪漫传奇”；每一章皆从历史、书法、音乐、建筑等其它学科入手，形成多维的人
文观照；每一章后提供延伸思考，辅以相关知识典故、最新研究动态和拓展练习，突破了传统的“文
学”限阈。
《古典文学的诗意解读》行文灵动感性，充满诗意情怀，有很强的启发性与可读性。
《古典文学的诗意解读》适合作为高等院校非汉语言文学专业本、专科学生学习中国古代文化、文学
课程的教学用书，也适合当代大学生及文学爱好者案头阅读。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古典文学的诗意解读>>

作者简介

李雅君，中文系副教授，省级骨干教师，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形象设计师，色彩搭配师。
爱舞蹈，喜音乐，能朗诵，好远游，随性文字常见诸报刊。
喜欢福楼拜的一句话：“科学和艺术在山脚下分手，在山顶上会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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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青春李白 自我的李白 超然的李白 透明的李白 第十一章沧桑杜甫 诗史·诗圣 沉郁顿挫 第十二
章千古文章在唐宋 骈散之争 古文的复兴 北宋的承续 第十三章宋词庭院 庭院深深——北宋词坛 怎一个
愁字了得——李清照 冷月无声——南宋词坛 第十四章文坛巨擘苏东坡 哲人东坡 性情东坡 第十五章宋
诗之趣 宋诗之雅趣 宋诗之理趣 侠骨柔情——陆游 第十六章元气淋漓 率真散曲 酣畅杂剧 第十七章浪
漫传奇 传奇的前世今生 艳曲《牡丹亭》 第十八章世俗风情 小说的源流 小说的繁荣 第十九章末世的感
伤 诗文从复古到总结 末世的感伤 红楼幻梦 外一章诗意朗读 望穿秋水不见伊人的倩影——《蒹葭》 慷
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敕勒歌》 就算有前世的约定也要用心去寻找——《与元微之书》
粗服乱头不掩国色——《虞美人》 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六国论》 就百年论谁愿有此事就千
秋论不可无此诗——《钗头凤》 月明露冷无人见独为先生引兴长——《爱莲说》 此情此景可遇不可
求——《湖心亭看雪》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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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欧阳修是一个融通之人。
历史上对他几乎没有不利的评价，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正面的、正直的、正义的。
他进退从容，宠辱不惊，具有大家风范，领袖气质。
不像王安石，固然有阳光灿烂的一面，但也有浓重的阴影，毁誉参半，颇受争议。
欧阳修博学多才，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为天下所仰慕，在北宋文坛上享有盛誉，这主要源于他
的人格修养与道德节操，当时几乎所有著名的文学家都得到过他的提携，因此以他为核心形成了一个
庞大的文学创作队伍。
欧阳修在文学理论上发展了韩愈的积极主张，取法韩文“文从字顺”的一面，弃其奇险深奥的一面，
为北宋诗文运动建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为宋代古文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他利用自己的声望与地位，在主持科举考试时，严格规定考试文章必须写平实的散文，有力地引导了
一代文风。
欧阳修一生创作1200多篇文章，政论文如《朋党论》、《五代史伶官传序》等，记事兼抒情散文如《
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秋声赋》、《祭石曼卿文》等，都有很高的成就。
如果说韩文雄奇奔放，呈现出一种阳刚之美，欧文则委婉曲折，平易自然，流丽顺畅，偏于阴柔之美
。
 苏轼，北宋文坛又一位领袖人物，中国文化史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既有诗情画意，又含美学兴味，
兼具哲学深度，是唐宋古文运动成就最高者。
唐宋八大家起于韩止于苏；古文运动起于载道，而到苏轼这里，“道”已不是孔孟之道，而是自然之
“道”。
苏轼以其自由不羁而又思无所依的文艺创作和生命实践，建立了自由的文艺观，他第一次突破了儒家
的古文阈限，可以说是解构了“文以载道”。
六朝人已关注到文的审美价值，但一方面得到认可，一方面遭到批评，挨批的原因大致也是它对“载
道”的忽视。
宋以前，文人作文多带政治功利性，宋朝文人有了自己的业余时间与业余休闲，开始逐步将政治角色
与文人身份分离。
真正的文人出现才是文学真正的觉醒。
可以这样说，文到六朝而一变，骈文以美文而不是应用文的面目流行开来，但时人多侧重于语言、章
法等形式的追求；到北宋又一变，苏轼挑战文章的功利作用，把文艺当做抒写自由心灵的形式，才触
及了文的本质，这也是生命的本质。
是谓文有两次觉醒，一日外形，二日内核。
如果说六朝的觉醒是青春期的反叛，那东坡的觉醒就是想清楚了的离家出走。
“乌台诗案”之后，东坡被贬黄州，他对人生对文学做了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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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古典文学的诗意解读》以独特的视角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诗意解读，既有对文学史的广度认识，又
有文化认同的深度理解。
文学是什么？
是安顿心灵的高贵生活。
教育是什么？
是启迪灵魂的美好事业。
当文学邂逅教育，定会超越功利性、超越专业化的狭窄视野，而直抵人心、人性、人生。
用诗性思维构筑诗意课堂，以诗意课堂引领诗化学习，让诗化学习引导诗意生活，文学教育只有参与
到人的精神生活的过程中，才会进入诗意栖居的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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