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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打破以往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静观模式，侧重从整个发展史的角度未阐述中国文学批评史，注重文
学批评与思想史、哲学、美学等相邻人文学科的联系，并从学术史的整理与论述层面，阐明了古代文
论与现代文论之间的内在联系。
　　第二版与时俱进，密切追踪当下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学科进展，修订了部分章节，对上一版论述较
为简略的文学理论作了补充，同时还修正和改进了一些理论观点和认识结论，因而体例更完备，内容
更丰富。
　　全书详略分明，语言简约凝练，非常适合实际的讲授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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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袁济喜，1956年生，上海人，1978-198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本科，1985年毕业于该系中国文
学批评史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
曾赴日本九州大学访学，1994年被选为北京市第一批新世纪人文社科理论“百人工程”的成员，首批
获得该工程的项目资助，两次被中国人民大学推选为教育部跨世纪人才与教育部第三届青年教师奖候
选人。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
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西南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副会长，中华美学会常务
理事，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等。
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代表性学术著作为《六朝美学》、《中国古代文论精
神》、《魏晋南北朝思想对话与文艺批评》等，主撰的《六朝清音》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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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先秦文学批评绪说第1章 礼乐文明与先秦文论第一节 礼乐文明的形成礼乐文明的核心是对人性
教化的升华礼乐文明是种综合型的文明体系礼乐文明与宗法制度礼乐文明与人格道德教育第二节 礼乐
文明与文学观念礼乐文明对文学批评的影响诗乐舞的分离与文学观念的进化“文”的观念解析中国古
代文论的文化精神第2章 儒家文论第一节 孔子的文学思想孔子的忧道思想与人格精神“兴观群怨”说
“中和为美”的批评标准第二节 孟子的文论士的独立人格精神和文化批判职责强调人格的自我完善与
自我尊贵人格本体的审美学说“以意逆志”的诗学阐释观念“知言养气”说“知人论世”论第三节 荀
子的文论“性恶论”“养情说”原道、征圣、宗经三位一体“乐合同，礼别异第四节 《周易》与文论
论阴阳之和与艺术辩证法论意蕴与形象论“神感”第3章 道家文论第一节 老子与文学批评对礼乐文明
的批评与反思“有无相生”与文艺批评“美言不信”与批评方法第二节 庄子与文学批评以自然天真为
美“逍遥游”与人格自由虚静与物化言意之辨与文艺关系第4章 墨家与法家的文艺观第一节 墨子的“
非乐”观“非乐”观“民本”思想“功利主义”文艺观第二节 韩非的文艺观“以法为教”及“以吏为
师”否定儒家的教化论专制统治者并不否定歌功颂德第5章 《吕氏春秋》与先秦文学批评的融会第一
节 贵生重己的审美主体论强调“全性之道”“入本”思想“适性”、“贵生”、“重己”的审美主体
论第二节 论音乐的“和”与“适“声出于和，和出于适”的命题从音乐起源的角度谈“和”“适”作
为审美过程中的心境设定“心必和平然后乐”与主体论“音亦有适”与客体论“衷也者适也，以适听
适则和”与审美主客体的合第二编 两汉文学批评绪说第6章 汉代儒家文论第一节 《乐记》的文艺观音
乐对人格境界的激励。
尚雅贬俗的审美观“审乐而知政”的音乐功用论“乐内礼外”说第二节 《毛诗序》的诗学观情志融合
的审美观念“六义说”“美刺”并举的功用观“美刺”通过比兴而展现“主文而谲谏”的讽谏论第三
节 汉代辞赋理论扬雄的辞赋论对荀子原道、征圣、宗经文学主张的弘扬以天道为本，以神心为用“诗
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班固的辞赋论班固对屈原《离骚》的批评班固对司马迁《史记》的
评价围绕《离骚》公案的争论第7章 汉代融会儒道的文论第一节 《淮南子》与文论以道为贵的文艺观
以自然之道为美融合儒道的礼乐自然论倡言“无声之乐”第二节 司马迁的文论人生遭际与“发愤著书
”接受道家情性自然观念信仰孔子的精神人格“发愤著书”与写作实践“发愤著书”思想的后世承传
司马迁的人文意识和实录精神依据自己的人生体验来评价屈原和《离骚》第三节 王充的文学批评倡真
诚，讲实美疾虚妄，斥夸饰反对复古，提倡独创第三编 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绪说第8章 文学批评的兴
盛与风采第一节 人生活动与文学批评人生遭际与文学创作生命体验与文艺批评士人悲剧与审美超越寄
情山水与主体建构第二节 玄学精神与文学批评王弼对精神本体的阐发王弼对自然之道的阐发王弼对情
性论的阐释王弼的“言意”理论郭象的“玄冥独化论”郭象对名教与自然的调和第三节 佛学与文学批
评佛学对士大夫主体诗性精神的陶冶佛教精神论对文艺批评重神观念的影响第9章 魏晋文论的自觉第
一节 曹丕《典论·论文》与“文气说”“文气说”与文学风格论“文气说”与文学批评论曹丕的作家
论与文体论曹丕的文学价值观第二节 嵇康的人生哲学与文艺批评《声无哀乐论》——融合儒道的音乐
美学观《养生论》——人生境界与艺术境界的天合《琴赋》与《广陵散》——乐境与理想第三节 陆机
《文赋》与文论文学构思论论“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诗缘情而绮靡”的审美价值观论文艺的“应
、和、悲、雅、艳”“应感之会”与灵感第四节 葛洪的文论从重视人的主体价值角度重估文学的价值
在文章表达情志的观念之上倡言文学进化第10章 刘勰与《文心雕龙》第一节 刘勰的精神世界与《文心
雕龙》刘勰的身世经历和精神世界刘勰思想兼融儒道玄佛刘勰对王弼举本统末方法的借鉴第二节 “原
道”与“自然”合一的文学观“原道”与“自然”相合的文学观刘勰推崇文艺的情感教化力量情采相
符，文质彬彬的文学审美理想第三节 文学理论的分层研究刘勰的“神思说”与“物感”、“比兴”、
“夸饰”、“熔裁”等相关范畴刘勰的文学风格论刘勰的文学鉴赏论刘勰的文体论第11章 钟嵘《诗品
》的诗学观第一节 历史意识与诗歌批评《诗品》的历史意识与忧患精神《诗品》的源流批评方法论《
诗品》以品鉴为中心的批评论第二节 “物感说”与“世情说”钟嵘对“物感说”的继承和阐扬“干之
以风力，润之以丹彩”——钟嵘的诗歌审美理想钟嵘“以悲为美”的审美观念第三节 “三义说”与“
滋味说”“三义说”与五言诗的创作以味论诗的“滋味说”第四节 “自然英旨”的诗评标准反对过分
用典的“直寻”说反对雕饰声律的“真美”观第12章 南朝文学观的多元交融第一节 挚虞与裴子野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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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劝美惩恶，王化本焉”—
—裴子野的《雕虫论》第二节 、梁代皇族萧氏兄弟与萧子显的文学观“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
”——萧纲的文学观“至如文者，惟须绮觳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道会，精灵荡摇”——萧绎的文学
观“事出于深思，义归乎翰藻”——萧统的文学观“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萧子
显的文学观⋯⋯第13章 北朝的历史第四编 隋唐文学批评第14章 隋代至盛唐的文学批评第15章 中晚唐
诗学批评第16章 韩愈与柳宗元的古文理论第五编 宋金元文学批评第17章 北宋文学批评第18章 南宋文
学批评第19章 两宋的词论第20章 金元文学批评第六编 明清文学批评第21章 明代格调与性灵派文论
第22章 明代的戏曲与小说批评第23章 王夫之与明末清初文论第24章 清代前期至中期的诗学第25章 桐
城派古文理论第26章 清代的词论第27章 清代小说戏曲批评第七编 近现代文学批评第28章 近现代文学
批评的兴起第29章 近现代文学批评的代表学说教学大纲主要参考文献第一版后记第二版后记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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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它汇集了道德人性、风俗礼仪、宗教意识、典章制度、政治思想等诸多因素。
这种综合型的文明体系，源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生存方式以及思维方式，它是主体所造就的文
明体系，同时，一旦形成，又会对中国古代文明产生巨大的反作用。
文学批评作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受制于这个体系，同时又因自己创造的成果，丰富了这个总体文明
体系，二者呈现出互动的态势。
中国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人类最早的起源地之一。
从目前考古学上发现的中国猿人的一系列遗址上，可以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
不过从文化人类学上可以直接回溯的，是距今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遗迹。
它比较全面地展示了中华民族在母系氏族时期的生存环境和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副的原始文化形态
。
从今天发掘所见的这一带的遗迹，可以明显地看到我们的先民依托黄河各大支流，在四季分明的黄土
地上从事采集、渔猎，尔后进入了农耕生产方式，以获取生活所需要的衣食住行资料。
大约在公元前五千多年时，中华民族由于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以及男子在生产中地位的普遍加强
，促成原始公社组织由母系氏族社会转变为父系氏族社会形态。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迈进过程中，血缘因素成为一以贯之的纽带。
它非但没有如西方古希腊那样，被城邦文明所取代，反而是在新的社会生活体系中获得衍生与发展。
在父系氏族社会时期，父家长支配着家族成员。
父家长死后，他的权力与财产又主要由男性后代们来继承，而一代代父家长的权威在其死后仍然使人
敬畏。
子孙们幻想得到亡灵的保护，于是又产生了对男性祖先的崇拜，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祭祀祖先的礼仪
，后来在夏商周时代日益完备的血缘宗法观念和制度，在父系氏族社会后期就产生了。
到了继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之后兴起的殷商社会，宗法组织与道德体系更趋成熟。
商朝在其六百多年的统治时期，经济与文化都很发达，统治者所依赖的，正是这种脱胎于氏族社会的
宗法制度与观念体系。
周代统治者在继承商代宗法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完善了宗法制度。
周王在宗族上是天下的大宗，在政治上是全国的共主，诸侯对周王来说是小宗，但在所封国内又处于
宗主的地位，享有统治所封国内的疆土与臣民的权力，卿大夫的情况又照此办理。
这样便把宗族上大宗小宗的关系紧密地组成一个金字塔似的等级结构。
维系这个结构的核心便是嫡长子继承制。
嫡长子继承制包括父权和兄权两个方面。
孝道是为父权服务的，而悌道则是为兄权服务的。
由于父子之间有着血缘亲属的关系，“亲亲、尊尊”观念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宗法制度又与礼乐制度天然地相结合，后者是前者的自然延伸。
具体说来，“礼”是通过一系列典章仪式将建立在血缘亲疏基础之上的身份等级确定下来，以区别人
与人之间的贵贱秩序，“乐”则是缘饰这种礼仪的器具，是从人的内心的净化与洗礼来确立对礼的服
从，所以后来的儒家素有“乐合同，礼别异”的说法。
从社会结构的稳定来说，礼是用来区别不同等级之人的，但正如著名学者杜国庠先生所指出的，过于
森严的等级反而易于使社会内部的人产生离心力，于是乐就承担了调和不同等级与身份的人与人之间
感情的任务①，而其伦理基础不是别的，恰恰就是从远古社会中延续下来、没有如古代希腊社会那样
被斩断的血缘宗法与亲情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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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教材是在本人多年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教学与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
同时，也充分吸纳了迄今为止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术成就，以提升本书的水准。
多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在中国文学批评史领域的学术成就与特点一直受到瞩目。
本人深受业师蔡钟翔诸位先生的影响，他们擅长文献和思辨有机结合的学术风格使我受益匪浅，本书
也一直力图体现出中国人民大学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这一特点。
至于做得怎样，有待各方面的批评指正。
本书力图突出这几个方面的特色：第一，侧重从整个发展史的角度来叙述中国文学批评史，因而在阶
段划分、人物与典籍的详略处理上都遵循这一原则。
第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在坚持自身学科定位的同时，也越来越呈现出多学科融合的趋势，因此
，本书在立足于中国文学批评自身教学的同时，也注意它与思想史、哲学史以及美学史等相邻人文学
科的联系，以使学生通过这门功课的学习，获得人文方面的综合提升，领略国学精神的博厚深邃。
第三，对于以往中国文学批评史关注不够的人物及学说，也尽量加以论述，比如庾信的文论、近代林
语堂的文学批评等。
本书承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陈泽春、李颜等同志的关心与督促得以完成，井玉贵博士也为本书编
校出力不少，在此深表谢忱。
何庄博士承担了两宋词论、明代戏曲理论、清代词论与部分小说理论的撰写工作。
周泉根、胡海、张明、陈建农、何世剑等博士帮助提供资料，校核文稿，参与了本书的写作工作。
其他学生，也从不同方面予以协助。
师生之谊，令我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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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编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第2版)》：21世纪中国语言文学通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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