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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唐诗创作与歌诗传唱关系研究》共分五章，第一章对歌诗创作在唐代诗歌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作了理论上的考察。
属于逻辑分析，后面四章则从事实的层面进行考察，属于历史分析。
具体是从初盛中晚四个时段依次进行考察，而在每个时段集中论述一个问题，这样既照顾了时间的前
后，又不至于使论述面面俱到，散漫无际。
这四个问题分别是：初唐人对近体诗律的探索与歌诗的传唱的关系，盛唐诗的繁荣与歌诗传唱，中唐
元白诗派的诗歌创作与歌诗传唱，论晚唐“才子词人”的歌诗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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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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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从歌诗角度研究唐诗　　需要首先弄清的几个问题　　要想揭示歌诗传唱这一在唐代很
普遍的艺术活动对唐诗创作到底产生了哪些影响，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在对这种原生态的事实进行描述之前，有必要对其中各个要素之间的种种逻辑关联作出揭示。
这种逻辑分两个方面：第一，诗与乐之间的本质联系，要从艺术形式上，弄清诗和乐在本质上有何联
系，只有找到这种联系我们才能谈唐代歌诗创作与其他诗歌创作的关系。
第二，歌诗创作对诗人整个诗歌创作的作用，是从创作主体的角度，弄清诗人对歌诗传唱的态度、歌
诗创作的特点，进而分析诗人因歌诗创作而给其整个诗歌创作特点带来的影响。
这是本章第一节、第二节所要揭示的内容。
从歌诗的角度来研究唐诗还有一个事实需要加以澄清，即唐代到底哪些诗是人乐的？
当然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其中那些标明是属于近代曲辞的容易判定，而近代曲辞以前的旧题乐
府的人乐情况的判定就很难了。
但要使本课题的研究得以开展，必须对唐代旧题乐府人乐的情况做一个基本估计，所以，第三节就集
中探讨一下唐代旧题乐府的入乐问题。
　　第一节　诗和乐的关系　　诗和乐本来是两种艺术，完全可以独立存在，其形式就是纯粹供人们
阅读的诗和没有歌词的音乐。
然而当这两种艺术结合到一起的时候，会产生更加美妙的艺术效果。
而这两种艺术形式能够结合到一起，说明二者之间肯定具有某种本质上的联系。
这种本质上的一致性，使它们相合而成为一体；这种本质上的差异性，又使它们不断地走向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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