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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学批评史》用带有诗性、雅致、理趣的语言，通过阐释先秦至近代各个时期文学批评的
文化背景、理论发展、文体特征、代表作家作品等各方面情况，来探讨中国整个文学批评的发生、发
展及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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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建中，文学博士。
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学术带头人，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副会长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和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
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和教学，出版专著十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主编教材五种，学术著
述多次获国家教育部及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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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乐合同，礼别畀苟子从“性恶论”的角度出发，在政治上倡导礼治，但同时他也重视乐教。
“乐合同，礼别异”是苟子在《乐论》篇提出的重要文论观点，强调了音乐在社会政治中的作用。
所谓“乐合同”，是指音乐能调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起到团结群体的作用；所谓“礼别异”，是指
礼仪制度区分了人的等级地位，使人之间关系明确，社会政治秩序分明。
苟子的《乐论》‘以墨子的“非乐论”为反驳对象。
墨子在《非乐》中，指责儒家兴礼乐助长了统治者的奢侈风气，劳民伤财，因而否定音乐。
荀子从音乐合同人心、巩固政治的作用出发对墨子的“非乐论”加以反驳。
荀子首先指出音乐是符合人的情感和本性的，“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
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
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①。
人对音乐的喜爱源自情感天性，人世间不可能没有音乐。
苟子认为，音乐的作用是巨大的，它调谐了人际关系，稳定了社会秩序：  “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
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
则莫不和顺。
”除此之外，音乐甚至可以使人民同心同德，抵御外侵：“夫声乐之人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
谨为之文。
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
民和齐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
如是，则百姓莫不安其处，乐其乡，‘以至足其上矣。
”同墨子相比，荀子看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战国时期虽然经常发生战乱，但生产力依然得到提高，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人对精神文明的需求也
不断增强。
墨子指责音乐不能带来物质上的利益，相反还消耗人力物力；荀子却看到了音乐具有物质力量所不可
比拟的精神力量，较之墨子狭隘的文艺观，荀子对艺术的看法要深刻得多。
正因为音乐出自人的情感本性，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苟子把它提到与礼治同等的高度，作为政治教
化的重要手段。
区别于孔子、孟子礼治的松散、自省，荀子将礼治提升为国家意志，成为礼法，使礼通过国家意志深
入到人生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人之间的贵贱、长幼、才能高低得到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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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因为走进珞珈山就如同走进这一学科的历史。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奠基期，其代表人物为郭绍虞、罗根泽和朱东润，郭、罗
二位先生早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论文就发表在武汉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文哲季刊》上，朱先生应闻
一多院长之邀于1931年在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他讲义上的第一句话是：“中国文学批评史
，现时惟有陈钟凡著一种⋯⋯”武汉大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是珞珈山文学门的品牌学科“三古
”  (古代汉语、古代文学、古代文论即批评史)之一，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
整个20世纪，从黄侃、刘永济的《文心雕龙》研究到王文生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从吴林伯、罗立
乾的六朝文论到程亚林、刘良明的诗学及小说理论，形成了血脉相承的学术传统。
1980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一届年会就在珞珈山举行⋯⋯现在的武汉大学文学院，几乎每个教
研室都有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者，而且大多师出名门，有很好的学术渊源。
20世纪80年代，全国有四个“中国文学批评史”博士点：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四JlI大学和陕西师范
大学，分别由王运熙、顾易生、王达津、杨明照、霍松林等先生主持，而这几位堪称“大师”的学界
先贤，均有弟子在珞珈山治中国文学批评史，并讲授批评史及其相关课程。
而且，武汉大学也有了自己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博士点。
今天，由武汉大学出版社来出版武汉大学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这本身就是一件具有学科
史意义的事情。
国内目前已有多种中国文学批评史教材，而本书在同类教材中有两大创新：第一，紧紧扣住中国文学
批评与儒道释文化的关系，在古代文化的思想背景和精神源流中，把握并阐释文学批评的演进脉络和
理论精粹，力图在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层面揭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理论意义和当代价值。
第二，尝试从批评文体的角度，重新清理中国文学批评史，全书在每一章的概述部分专门辟出一小节
，介绍本时期批评文体的时代特征，其具体内容包括：此时期批评文体的独特之处，此时期文学批评
在文体样式(体制)、批评语言(语体)和批评风格(体貌)等方面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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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文学批评史》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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