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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部五卷本的《中国文学理论史》初版于1987年，是当时同类著作中规模最大、内容最翔实的一部，
曾获得首届全国高等学校科研成果一等奖；但如今距1991年的最后一次印刷也已经过去了近二十年，
在图书市场上久已脱销。
承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对学术事业的支持和关切，现在得以重排再版，新装面市。
直到现在为止，这仍然是唯一的一部以“中国文学理论史”命名的著作；其他同类著作，大都名为“
中国文学批评史”或者“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
本书原来的《绪言》已就此“正名”之意作了简要的说明。
但实际上，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名称问题。
如果说未定名之前，需要循实以择名的话，那么既定名之后，也会反过来循名以敷实。
虽然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并无严格界限，但这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定名为“文学理论史”，自不免要着重于考察各个文学理论概念或范畴的含义与沿革，各种文学理论
倾向或思潮的起伏与更迭，以及整个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生成与发展；至于那些对具体作家、作品的
评判或鉴赏，也主要是着眼于其中的理论观点。
比较而言，如果说“中国文学批评史”更接近于中国文学史的话，那么“中国文学理论史”就更接近
于文学理论了。
所谓接近于文学理论，并不是接近于现行的文学理论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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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套书（5卷）初版于1987年，是当时同类著作中规模最大、内容最翔实的一部，也是一部奠基式的经
典著作，曾获得首届全国高等学校科研成果一等奖，在学界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至今仍很难超越。
    本卷主要阐述明清之际至鸦片战争前夜的文学理论。
此一时期的文学理论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总结，门类齐全，内容繁富，既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
理论的系统性，又带有十分突出的保守性。
本卷紧紧抓住这种历史特征，从对整个中国古代文论进行历史总结的高度，详尽而清晰地论述了这一
时期的文学理论。
不但对重要的理论家和理论观点作了全面而新颖的剖析，而且还介绍了一些不被人注意的文论家。
因此，本卷不仅有助于读者掌握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也有助于认识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
征和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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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六编 从明清之际到鸦片战争前夕第一章 明清之际文学思潮的转变明清之际是中国政治史上两大封
建王朝兴亡交替的时期。
这时的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发展、停滞、倒退的特殊过程。
各种社会矛盾都呈现高度激化的状态，而作为支配社会生活、决定时代特征的主要社会矛盾，则由阶
级斗争迅速转变为民族斗争。
这一切表现在精神领域中，就是士风的转变，学风的转变，文风的转变；而文学思想及其理论形态，
自然也随之而转变。
文学思想的转变是从明末开始的。
那时，地主阶级中以陈子龙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在一种巨大的社会危机感的推动下，从缅怀古昔、追
慕盛世的迷梦中醒来，起而大声疾呼，要求文学关注危殆已极的社会现实；与此同时，也有人着手总
结有明一代文学沿革中的经验教训，力图矫正腐败的文风、学风与士风。
明清易代，惊心动魄的民族斗争把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的变革带到了新的阶段，推上了新的高度。
这时，杰出的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满怀时代的悲愤，对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作批判检
讨的同时，提出了深刻、系统的文学思想。
失足贰臣如钱谦益辈，痛定思痛，便借评述有明一代韵文学寄托故国之思，也发表了不少精当的见解
。
这些都是动荡时代的生活之树上结出的理论之果，既批判地总结了过去，又有力地影响着未来，对清
代的学风、文风和文学理论的发展起了开拓道路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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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文学理论史(4):清代卷》为《清代卷》。
“中国文学理论史”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的学科。
在中国文化史上，不仅有大量的文学作品，也有丰富的文学论著。
这些文学论著涉及有关文学的各种问题，形成了精深独到而源远流长的文学理论。
发掘与整理各个时期的文学论著，分析与综合它们的思想观点，梳理与总结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
，就是“中国文学理论史”的基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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