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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必须研读的经典，作为该学科全部知识的精华，它凝聚着历代人不间断的持
续思考和深入探索。
这种思考和探索就其发端而言通常极为艰苦，就其最终的指向而言又经常是极其宏大的，所以能进入
到人们的生活，对读过并喜爱它的人们构成一种宝贵的经验；进而它还进入到文化，成为传统的一部
分。
又由于它所讨论的问题大多关涉天道万物之根本，社会人生的原始，且所用以探讨的方法极富智慧和
原创的意味，对人的物我认知与反思觉解有深刻的启示作用和范式意义，所以它又被称为“原典”或
“元典”。
原者，源也；元者，始也、端也，两者的意思自来相通，故古人以“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
”，又说“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正道出了经典之构成人全部成熟思考与心智营造的
基始特性。
　　汉语言文学这门学科自然也有自己的经典或原典。
由传统的文史之学、词章之学的讲求，到近代以来西学影响下较纯粹严整的学科意识的确立，它一直
在权衡和汰洗诸家之说，在书与人与世的激荡互应中寻找自己的知识边界。
从来就是这样，对有志于这门学科的研究者来说，这些经过时间筛汰的经典是构成其全部学问的根柢
，所谓入门正，立意高，全基于对这种根柢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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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侧重从文本细读的角度对唐诗艺术美进行现代诠释，分别就意境呈示、时空意识、模糊思维、空
白艺术、情感体验、自然表现、语言技巧诸端对唐诗作品进行精读，作者强调原典优先，故虽移形换
步，但念兹在兹的仍是唐诗文本。
本书在重建经典阅读空间方面做了积极探索，有助于引导读者步入唐诗艺术美之常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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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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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本科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学位。
1986年研究生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学位。
1998年研究生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获文学博士学位。
1999年进复旦大学中文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
现为西北大学中文系教授。
陕西省"三五人才工程"入选专家，西北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西北大学首批跨世纪学术带头人，硕士
研究生导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全国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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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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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象外之象 　二、现量情景 　三、妙造自然 第二章 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唐诗的时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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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的语言技巧 　一、超越语法 　二、词汇张力场　三、远程交易　四、声律谐美第八章 笔补造化
天无功——唐诗艺术美分论 　一、孟浩然山水田园诗的自然特征 　二、王维与孟浩然山水田园诗之
比较　三、李白诗文中的鸟类意象 　四、李白作品中的“梦” 　五、李贺诗中的“辞”与“理” 结
语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主要参考文献第五版后记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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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唐诗的意境呈示　　意境是中国古代诗论的一个重要范畴，也
是对诗歌作品的一个重要的审美规定，离开意境就无法对诗歌美学发展史上许多概念的产生、发展、
深化、定型作出历史与逻辑的阐释，更无法捕捉住那“遇之匪深，即之愈希，脱有形似，握手已违”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诗魂。
可以这样说，意境是理解古典诗歌甚至整个中国艺术美学的网上纽结，对此问题的深入探讨，必将会
促成我们对唐代诗歌艺术丰富内涵的进一步体会，同时也能使我们纲举目张，直探底蕴，领悟作者微
妙深奥的诗心。
　　意境理论由先秦《易经》与老庄哲学对“象”的阐发而产生。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给中国文化艺术注入了新的血液，翻译家与寺僧采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
，给“境界”这一固有的语词充入新的内涵，使其由实体概念转化为非实体范畴，由具体变为抽象，
由世俗名词变为宗教神学的术语。
另一方面，齐梁时的刘勰遥承先秦，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提出了“窥意象而运斤”，使“象”转
化为“意象”，并取得了意与象、隐与秀、风与骨的多种规定性。
到了唐代，意象作为标识艺术本体的范畴，已经被广泛地运用了，殷瑶等人还进一步提出“兴象”作
为意象组合中的重要方式来加以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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