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苏诗研究史稿>>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苏诗研究史稿>>

13位ISBN编号：9787101074000

10位ISBN编号：7101074006

出版时间：2010

出版时间：中华书局

作者：王友胜

页数：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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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诗研究史稿>>

前言

　　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具艺术生命力的作家之一。
他的文学创造乃至文化创造有着恒久不衰的魅力，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学者、诗人和一般读者。
清代何仁镜《东坡事类序》中甚至说：“唐而来学士大夫，其声名饫人耳目，大抵以先生为最。
”把苏轼推为宋以来知名度最大的作家。
因而，几乎从苏轼生活的时代开始，就自然形成了一部长达九百年的苏轼接受史。
这部接受史，以2700多首苏诗、300多首苏词、4800多篇苏文为解读接受的对象，又分属以理论阐述为
主的学术研究，以作家创作借鉴为特点的文学创作，以阅读鉴赏为内容的大众阅览等三个层面，采取
评论、笺注、编选、年谱、传记、吟诵、唱和、刊刻、传抄等不同传播接受媒介形式，具有十分丰富
深刻的内涵，理应成为“苏学”研究中的一个有机构成。
但迄今尚未见有关论著问世，不能不是很大的缺失。
这种缺失对“苏学”研究来说至关重要。
我们传统学术中原有“学术史”或“史料学”等分支，似与“接受史”学科范围相类或相关。
但随着20世纪60年代崛起的西方接受美学的传人，使我们对此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即把文学创作活动
的完成过程，从只限于由作家到作品而止，进而延伸为作家一作品一读者。
也就是说，文学作品一旦从作家手中脱稿，还不是有意义的存在，只有进入流布过程而为受众所接受
并解读，作品才实现其价值。
正如劳动产品只有经过交换才获得“价值”，甚至单单用以满足自己需要、不当作商品出售的产品，
都不具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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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描述与论析苏轼诗歌研究的历史进程，对存世的历代有关苏诗研究史料予以辑录、考辨和阐
释，对其中一些重要的著作，如年谱、传记、选录、评点、注释和研究著作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对
历代研究者所体现出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及文学观念亦作了初步探讨。
书中从文艺学、文献学及学术史等多角度切入，既可观照历代文艺思潮的变化，又可促进对苏诗文献
资料的发掘、整理与利用，更可为当代的苏诗研究根供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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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作为一门有着丰厚内涵与悠久历史的课题，苏诗研究在作者生前即已开展，而在以后长达约九百
年的进程中，历代学者研究苏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无论是辑佚、辨伪、选编、笺注、考证、评点、
解说、鉴赏，抑或是传记的写作、年谱的编撰、诗歌的系年、诗艺的探讨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
就这些成果的呈现形态来说，有的以整部著作的形式出现，有的则散见于各种诗话、笔记、书信、序
跋、书目以及论诗诗中。
就其学术质量而言，有的精深，有的浅薄，有的一语中鹘，有的牵强附会。
从事苏诗研究史的研究，就必须对这些材料认真辑录、考辨与准确理解，归纳分析，比勘异同，看看
历代关于苏诗研究有哪些学者与著作，他们在苏诗研究史上地位、影响如何，提出了哪些问题，解决
了哪些问题，有哪些地方说得不对，需要订正，又有哪些地方存在疏漏，需要补充完善。
再者，他们在研究过程中，采用了什么手段与方法，体现出了什么样的观念与风气，能给我们进一步
研究以什么样的启示，等等。
这种建立在充分利用前人已有成果基础上的研究，既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又可免除因闻
见未遍或思虑不周而导致的妄说臆见，使自己的研究品位更高，结论更可信。
学术研究总是历史的、动态的与发展的，前人的研究成果是后人进一步研究的起点与基础，如同人类
繁衍，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目前有不少苏诗研究者对苏诗研究的历史缺乏了解，漠视或者不知道前人在相关
问题上的各种歧见，立论时或无从采择，或仅就浏览所及随意摘引，以此作为填补其理论框架的材料
。
比如有学者摘录《诗人玉屑》卷七引《漫叟诗话》、《石林诗话》卷上及《风月堂诗话》卷上肯定苏
诗用典的材料得出苏诗用典博赡、浑厚、精确的结论①。
苏诗用典确有精妙的地方，但亦有堆砌典实、了无性情者，从南宋张戒、严羽，到王若虚，再到王夫
之等人对此多有讥评。
文章却忽视了这一点，从而给人以错觉，不能正确认识苏诗用典的得失。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苏诗研究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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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