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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位大科学家说：世界上第一个大学教授，肯定没有上过大学。
准此，亦可说，世界上第一所“大学”，肯定不在“大学”之中。
学者，觉也；大学，乃大智慧、大精神、大境界的象征，是追求真理、探寻价值的心灵，是自由之意
志，独立之精神和终极之关切，是理念，是神圣，是永恒燃烧的活火！
⋯⋯而不是一种体制、一些场所，更不是学衔、学位、学历的授予地。
“大学”之前的“大学”，是孔子、孟子、荀子，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朱熹、陆象
山、王阳明，等等，等等，他们一个“人”就是一所“大学”，一所永远的“大学”。
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有一所“我的大学”，每个人都应当成立自己的“大学”。
只要有求知意志、价值情怀与探索精神，只要崇尚真理、自由、境界，“大学”就不会死。
心在，大学在。
大学是精神的修炼，是高深学问的探求，是白发的先生和青春的学生构成的最美丽的精神风景，是“
我与你”在“同一个世界”中的“同一个梦想”！
是升华的生命意志，是净化的性情气质，更是人类智慧的无穷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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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词话理论研究》则应从理论的高度，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出发，参考和吸收其他学
科其他民族的理论特别是方法论精华，深入了解剖析历代词论家的主要观点、主要理论成就及不足，
探讨其词学理论产生的背景和意义，为我们今天的词学研究特别是词作的研究欣赏提供有益的参考、
借鉴。
历代词话对于词学理论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并在很多领域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就。
这些探讨涉及词的本质与起源、价值与功能、风格与流派、品格与境界、音律与格律、作家及作品、
创作及技巧等许多理论问题。
虽然古代的词话并没有完全解决这些问题，有些观点及提法在今天看来甚至是片面的或错误的，但这
些词话毕竟是特定时代的产物，词话家们对于词的理解、体会和研究，毕竟比今天的我们更为亲切、
独到。
而且，许多词论家本人也就是词作家，他们的词学研究可以说是现身说法，在很多方面都比现代人更
为深刻，他们的历史影响更是现代人所无法取代的。
因此，历代词话所表达、阐述或涉及的词学理论，是历代词话资料中富有价值的组成部分。
《词话理论研究》即专门研究历代词话中的有关词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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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一 词话的定义二 词话的存在形式及主要内容三 词话发展的基本矛盾第一章 本质——起源论第一
节 词的本质：词是什么第二节 词的本质规定第三节 词的起源：时代与母体第四节 词的起源：机制与
过程第五节 词的发展：历史与正变第二章 价值——功能论第一节 功能论：应歌、应制、应酬、应社
第二节 功能论：抒情、言志、寄托第三节 价值论：矛盾价值观第四节 价值论：矛盾的化解第三章 风
格——流派论第一节 雅正与淫俗第二节 婉约与豪放第三节 词风与词派：宋金元第四节 词风与词派：
明清时期第四章 品格——境界论第一节 清空与质实第二节 格与品第三节 沉郁顿挫与重拙大第四节 自
然与浑成第五节 境界第五章 音律——格律论第一节 协律论第二节 声韵论第三节 律谱论后记附录：参
考及引用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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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词”与“曲”都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概念。
前者可泛指各种文体之文辞，后者则泛指各类歌曲。
自唐宋以来，直至今日，“词”字仍以这种用法为主，用为专有名词，则是词学范围内的事情。
但此一专有名词系从普通名词转化而来，其间自有特定的联系。
这种联系是我们认识词的特性的一把钥匙。
所谓“词”，作为一个普通名词，其最广泛且最基本的意义，就是许慎《说文解字》所云：“词，意
内而言外也。
从司、言。
”段玉裁注云：“有是意于内，因有是言于外，谓之词。
⋯⋯言意而词见，言词而意见。
意者，文字之义也；言者，文字之声也；词者，文字形声之合也。
⋯⋯司者，主也。
意主于内而言发于外，故从司、言。
”①这段话的意思，如果结合“词”这种特定的文体样式，引申开来说，似乎可以这样解释：词是具
有一定意义的文字符号：作为文本，读之有声；作为歌曲的文辞载体，与谱配合，唱而成歌；作为一
种叫作“词”的特定歌曲或特定诗体之载体，可看可读，可谱而唱，此谓之“词”。
这一阐释，与宋金元人对“词”字的实际使用及对于词的概念，正相契合。
元代陆文圭《玉田词源稿序》：“词与辞字通用。
《释文》云：‘意内而言外也。
’意生言，言生声，声生律，律生调，故曲生焉。
”②清常州派以“意内言外”释“词”，是要抬高词的地位，固有牵强之处；今人指为附会，全盘抹
杀，也未必恰当。
“词”字之所以被文学史选择为这一文体的名称，首先当然是“词”字作为普通名词所具有的“意内
言外”的含义，也完全适用于对这一文体的本质的阐释。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意内言外”是所有以“词”字命名的事物的共同性质，还不能说是作为一
种文体的词的特殊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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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二十年前，我有幸成为唐圭璋教授的博士研究生，从先生学习词学。
词学内容丰富，我所研习的，主要有两个方面：词话研究和词美学研究。
任何研究都必须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
词学研究也应如此。
在唐圭璋师《词话丛编》已收词话八十五部约三百四十万字的基础上，笔者搜集到了该丛编未收录的
成卷词话七十余部约二百五十万字，纂为《词话丛编·续编》，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同时，又从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辑录出“散见词话”九千余则四百余万字。
以上三个部分的词话资料近一千万字，经整理、检核、校勘，已全部输入电脑，并编制为“词学研究
电子资料库”（2008年10月通过鉴定）及“词话年表”。
“词学研究电子资料库”包括上述近一千万字的全部原文及目录、标题、术语、名词、版本、异文等
信息。
“词话年表”以时间为序，列出词话专著及重要散见词话所在原书的名称、年代、卷数、存佚及主要
话词者的有关生平等信息。
这些信息是以程序化、结构化、数据化的形式存放在计算机中的，可以方便地通过指定关键词在全文
或其他指定范围内迅速地查询到所需资料及有关数据。
在此基础上，我已着手将这三部分的资料编纂为《历代词话全编》，近期将分卷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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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词话理论研究》为汉语言文学专题研究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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