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文学简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文学简史>>

13位ISBN编号：9787302142065

10位ISBN编号：7302142068

出版时间：2007-05-01

出版时间：清华大学出版社

作者：林庚

页数：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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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学简史>>

内容概要

《简史》为文学史“写心”的第一个方面是致力于古代文学精神内容的探讨，抓住了古代文学精神内
容的精华。
《简史》为文学史“写心”的另一方面是为解决古代文学发展的一些普遍问题而总结历史上文学表现
人生体验与感情的语言和形式的演变，提示古代诗歌语言和形式发展的奥秘。
《简史》为文学史“写心”的又一方面是通过文学史上真正的创造性精神的发掘与总结，揭示文学创
作的奥秘。
创造性精神是本书评价古代文学作家作品的重要价值标准，同时也是本书论述的中心问题之一。
《简史》对文学史发展的论述，特别着眼于富有创造性的高潮，描述其表现，探寻其形成的各种条件
，并总结其创造性的经验，尤其是关于盛唐文学的论述，可以作为典型的例子。
本书只论述鲍照和谢灵运，而对当时拥有重望的颜延之，则略过不谈，这主要就是因为颜延之并未给
诗坛提供具有创造性价值的作品。
从这一点上也可以说明林先生对具有创造性价值的作品的重视。
总之，这部《简史》是以“心在创作”为研究出发点，以“文学本位”为思考角度，以揭示文学的创
造性奥秘为研究依归，真正为文学史“写心”的力作。
因此它的价值，还不仅仅在于其中精彩纷呈的具体论述，更在于总体上所达到的极记境界和从中体现
的高明的文学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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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庚，字静希，著名诗人、学者。
原籍福建闽侯（今福州市），1910年2月生于北京。
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
1937年后历任厦门大学、燕京大学及北京大学教授。

　　1933年秋，林庚出版了第一本自由体诗集《夜》。
1934年以后，他作为一名自由诗体的诗人尝试新的格律体，共出版了《北平情歌》、《冬眠曲及其他
》等七本诗集。
作为学者，其研究领域主要涉及唐诗、楚辞、文学史等方面，共出版著作十一部，其中《天问论笺》
获1995年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
他将新诗创作和学术研究完美地统一起来，显示出诗人学者的独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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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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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儒林外史第三十二章 红楼梦第三十三章 文艺曙光附录　重要作家生卒年表修订后记再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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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曹操曹丕　　建安时代，作家蔚起。
他们的总的趋向就是诗歌传统的复活，诗的高潮的再来。
但这并不等于说作家们就都已是诗人，而只是说诗的发展逐渐要转化为创作中最主要的地位，而其他
的作品便都要环绕在诗歌的周围，成为诗歌发展中的伴奏。
这情形特别在一开始的时候，例如在建安七子之中，就并不都是诗人。
建安七子是孔融、陈琳、王粲、徐斡、阮瑀、应场、刘桢。
他们都写诗，而且也都有五言诗，可是他们的专长却不一定都在诗上，例如孔融、陈琳、阮瑀都是长
于章表书记的。
如孔融的《荐祢衡表》、《论盛孝章书》，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为曹洪与魏文帝书》，阮璃
的《为曹公作书与孙权》、《为曹公与韩遂书》，正是当时赢得盛誉的。
至于以诗见长的其中只有王粲和刘桢，可是就王粲而论，《典论·论文》里也只盛称他的赋：“王粲
长于辞赋，徐斡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
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斡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
，虽张、蔡不过也。
”可见在建安之际，诗歌虽然已经取得了文坛上的一定地位，却还没能就赢得文坛主导上的地位，但
是诗的主导地位又正是通过了建安时代才建立起来的，而其间的中心人物就是曹氏父子。
　　曹操、曹丕、曹植，在诗文上原都是天才，在政治上又都是主脑的人物，因此，一时文士都环绕
在他们的周围，特别是曹操，对于延揽人才不遗余力，建安七子都是以曹操为中心而聚拢来的。
当时三分天下，在这方面吴、蜀就远远落在曹魏的后面。
曹氏父子都酷好乐府，他们尽管在别的作品上也是能手，但是他们真正的思想感情，却是要借乐府来
表达的，这就是诗歌主流的前奏曲。
　　曹操的诗几乎都是乐府，这说明建安时期还是在从乐府诗转向诗人的诗的开端，而曹操就是最初
以大力来推动的一个人。
乐府诗的发展可以分为几个过程：最初是民间的歌谣被之管弦，歌辞是来自民间的，或略加润色提高
的，例如《江南可采莲》、《东门行》、《孤儿行》之类。
其次是诗人借《乐府》的语言，来抒写自己的思想感情，像《君子行》说：，“君子防未然，不处嫌
疑问。
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
一沐三握发，后世称圣贤。
”虽是乐府的语言，却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
像《长歌行》说：“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后人并疑为曹氏兄弟所作。
然而这些作品虽然是诗人之作，诗人们却并不十分在意，不过是供乐工们唱唱而已；因此往往变成了
无名氏的作品。
之后诗人们对于这些作品留意起来了，于是乐府诗才渐渐有了主名，而这也就是乐府诗开始要变为诗
人们的诗的时候了。
这时诗人们写诗已不是偶然为了乐工们的要求，而是意识到这就是诗了，曹操的乐府诗，就正是开始
了这一个阶段的演变过程。
曹操一生在战争之中，写作的机会是比较少的。
他的作品也多半写在戎马之间，如《苦寒行》是建安十一年征高斡时所作，《步出夏门行》则作于建
安十二年征袁尚、袁熙的路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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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部《中国文学简史》是以“心在创作”为研究出发点，以“文学本位”为思考角度，以揭示文学的
创造性奥秘为研究依归，真正为文学史“写心”的力作。
因此它的价值，还不仅仅在于其中精彩纷呈的具体论述，更在于总体上所达到的极记境界和从中体现
的高明的文学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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