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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元嘉体诗学研究》主要立足于元嘉诗学对象本身，是一种纯理论、纯分析的研究，但对元嘉诗
学的哲学与理论的背景，也有一些新的探索，如指慧远佛学思想对形似体物诗学的影响，文笔说与元
嘉诗人诗法意识自觉的关系等问题。
当然，这方面的探索的余地其实还是很大的。
元嘉诗学的文化成因是极其明显的，文化性格也十分鲜明。
一个时代有特点、自成体系的诗学，无不是诗学本身的发展与当时社会文化思潮影响的共同作用的结
果。
如何恰当把握两者的关系，的确是今后诗学史研究中需要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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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彦峰，1978年出生于福建南安。
厦门大学法学学士、文学硕士，200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
现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
发表论文十多篇。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元嘉体诗学研究>>

书籍目录

绪论一 元嘉体的诗学背景二 元嘉体诗学实践课题三 文体学与元嘉体的内涵及研究方法第一章 元嘉诗
歌的表现范畴与本质内涵第一节 “物”作为诗歌表现范畴的确立一 “感物”向“体物”的发展二 “
体物”的思想渊源三 “物”作为表现范畴的确立第二节 元嘉诗歌的情性本质一 情性本质范畴的渊源
与发展二 情性与哲学思想的关系三 人格本体与诗歌情性本质四 元嘉诗歌情性本质的内涵第三节 元嘉
诗歌情性本质与审美本质的结合一 元嘉诗歌的抒情与辞采二 元嘉诗歌缘情诗学的内涵三 元嘉诗歌体
物缘情诗学及其渊源小结第二章 元嘉诗歌的创作艺术引言 诗学中体用关系对诗歌创作的影响第一节 
元嘉诗歌的抒情艺术第二节 元嘉诗歌兴寄艺术引言 兴寄法的渊源一 借古抒怀的兴寄法二 咏物兴寄法
三 情诗的兴寄法第三节 元嘉诗歌对兴寄艺术的发展引言 山水景物与兴寄艺术的内在关联一 东晋玄言
诗山水赏悟的兴寄法二 元嘉山水诗对兴寄艺术的继承和发展第四节 元嘉诗歌的体物艺术一 元嘉诗歌
的写景艺术二 元嘉诗歌的写境艺术第五节 元嘉诗歌抒情体物的艺术第三章 拟古与新变——复变之中
的元嘉诗歌第一节 元嘉学古思潮与诗歌传统的继承第二节 元嘉诗歌的拟古之法一 拟篇法二 拟体法三 
借古法第三节 元嘉诗歌的学古与新变第四章 诗法意识的自觉与元嘉体诗法的内涵第一节 元嘉诗人诗
法意识的自觉一 诗法与诗歌语言的关系二 “文笔说”的兴起与元嘉诗人诗法意识的自觉第二节 元嘉
体诗法的历史渊源第三节 元嘉体诗法的基本内涵一 章法二 句法三 字法四 用事第五章 元嘉体的诗体特
征第一节 元嘉体的诗歌语言特点一 诗法与诗歌语言的独立二 元嘉体对诗歌语言的发展第二节 元嘉“
三体”的形成与特点引言 诗学实践课题与元嘉“三体”一 谢灵运体的形成及特点二 颜延之体的形成
及特点三 鲍照体的形成及特点第三节 元嘉体的风格特征引言 诗学与诗歌风格的形成一 元嘉五言体的
风格特点二 元嘉乐府诗的风格特点第六章 元嘉体的诗学意义第一节 诗歌美学的创造性发展一 谢灵运
山水诗对慧远“形象本体”之学的发展二 谢灵运山水诗对慧远禅智思维方法的创造性发展第二节 元
嘉山水诗与诗体的发展一 题材与诗体：山水表现范畴的确立与诗体的发展二 元嘉山水之兴与赠答诗
的诗体解放第三节 元嘉体诗歌体裁的发展及其意义一 七言体的发展历程二 鲍照的七言诗创作及对七
言体的发展第四节 自然诗学：元嘉诗学与齐梁诗学的内在关系一 作为“自然诗学”思想基础的“自
然”一词的基本含义二 “自然诗学”的两种含义及其形成三 完整内涵的“自然诗学”的建构及其与
齐梁诗歌的关系结语参考文献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元嘉体诗学研究>>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元嘉诗歌的表现范畴与本质内涵　　诗歌本质是诗歌艺术的根本质素，传统诗学中“言志
”、“缘情”、“情性”等概念，即是有关诗歌本质的基本观念。
这些诗歌本质观的共同特点是，强调诗歌是对人的主观心灵的表现。
就其实质而言，传统诗学对诗歌本质的理解，都是着眼于诗歌表现内容的。
韦勒克说：“文学的本质最清楚地显现于文学所涉猎的范畴中。
”从这一点来讲，诗歌表现内容的拓展，也就意味着诗歌本质内涵的发展。
元嘉诗歌不仅继承了传统诗歌的情性本质内涵，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发展，即自然景物作为诗歌表现
对象的确立，这一点直观地体现于元嘉诗歌艺术的发展及诗歌风貌的变化上。
元嘉诗人虽然甚少发表诗学上的观点，但从创作实践中可以看出，元嘉诗人一方面继承了魏晋诗歌情
性本质观，另一方面由于体物作为诗歌表现范畴的确立，及体物艺术的发展，元嘉诗人对诗歌的审美
本质也有清楚的认识。
对诗歌本质的认识，在诗学中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决定了诗歌艺术的发展。
这一章，我们准备深入地分析元嘉诗歌的表现范畴及其本质内涵，由此揭示元嘉诗歌艺术特点形成的
内在原因。
　　第一节“物”作为诗歌表现范畴的确立　　“物”作为诗歌表现范畴的确立，促使了“体物”艺
术的发展。
当然从艺术渊源来讲，体物在《诗经》、《楚辞》即已存在，《文心雕龙·物色》一篇论诗歌体物之
发展，即从《诗经》论起，云：“诗人感物，联类不穷。
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
”刘勰这里论述了诗人由“感物”而“体物”的逻辑发展。
从艺术来看，由“物色之动”进而写物，这一点从逻辑上看是很自然的，但作为诗歌表现范畴，从“
感物”演进为“体物”这一过程则相当复杂。
这一节我们准备从诗学的发展来论述元嘉诗歌“物”的表现范畴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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