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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指导的历届研究生中，田思阳是以文学散文创作见称的。
她在高中阶段即出版了散文集，本科和研究生阶段也不断有散文作品见诸报刊、获奖。
这部《汉乐府女性题材审美论》的写作和出版，是她向学术领域的拓展和延伸。
其中，既体现出她学术视角的诸多特点，又保持了她写作的一贯特色。
　　首先是研究对象的选择。
两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定型时期，也是中国文学发展走向的探索期。
经过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相继出现了秦、汉这两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出现了“焚书坑
儒”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两次思想文化统一运动。
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士人阶层，面对心仪已久的大一统局面，尤其是西汉盛世和大汉雄风，他们是欢
欣鼓舞的，于是产生了煌煌大赋；但是，新的历史条件尤其是经学语境的出现，士人人格的独立性和
文化思想的原创性不能不有所收敛，而代之以依附性和因袭性，这就是西汉中期以后的学术散文和《
汉书》。
而对这种社会转型的理性思考，则产生出汉初贾谊、晁错的政论散文和“成一家之言”的《史记》。
对这一文化现象，从各个层面上都可做进一步和深一步的探索和论析。
田思阳却选择了汉乐府的女性题材，这就表现出她文学思维的定势。
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与《诗经》国风一脉相连，更贴近于现实，贴近于下层生活，更富
于文学性。
然而，前贤和今人之作，多着眼于乐府机构的考证和乐调的考释，或对其思想内容作分类论析。
田思阳这部新著，在此基础上作深入的美学观照。
这就既扬己之长，又避学界之短，自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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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两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定型时期，也是中国文学发展走向的探索期。
经过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相继出现了秦、汉这两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出现了“焚书坑
儒”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两次思想文化统一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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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田思阳，女，1982年出生。
毕业于西北大学，获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学位.现供职于西安市西部超导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近年来先后在《西北大学学报》、{四川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徘徊在多重需求之间的上古征人——
‘我心伤悲、莫知我哀’之我见》、《浅谈李清照词作{声声慢）中的连绵字使用》、《柳宗元山水游
记与{水经注）之比较》、《罗敷与胡姬人格状貌之比较》等论文多篇。
　　作者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同时兼事散文创作，出版有散文集《也是一段青春岁月》。
散文《兴教寺记游》曾获2007年《西安晚报》举办的“少陵原.富力城”全国散文诗歌大赛三等奖，为
获奖者中年龄最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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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7.两汉对汉乐府的编集汉乐府的编集始见于班固《汉书》。
《汉书。
艺文志》中专列“诗赋略”类，收录汉诗三百一十四篇，仅录诗篇名录，未及诗篇具体文本，分为郊
庙乐歌和文人乐歌与民间歌诗两种。
东汉蔡邕所著《礼乐志》，以列举名篇的方法将东汉乐府分为《大予乐》、《雅颂乐》、《黄门鼓吹
乐》、《短箫铙歌乐》四品。
其中《大予乐》为郊庙乐府；《雅颂乐》为飨射之乐；《黄门鼓吹乐》为宫廷雅乐；《短箫铙歌乐》
为武乐。
却未将东汉乐府民歌列入编类范畴。
二汉乐府女性题材作品概述汉乐府产生的时代是继秦朝之后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第二个朝代：汉代。
汉代以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始，至公元220年汉献帝刘协退位，国祚426年。
以王莽篡政和光武中兴为分界点，在历史学中汉代被分为西汉和东汉。
寿命短暂的秦帝国瓦解之后，楚人建立起来的汉王朝是封建制初步成熟的朝代，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
个国祚悠远的兴盛而强健的封建王朝。
汉朝初步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使国家处在了基本和平的环境中。
汉王朝的政治体制基本沿用秦制，经过对于诸侯王权节制等一系列政策调整之后，形成了一套较为完
善的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国家行政制度。
于是，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的经济模式基本成型。
手工业和商业也得到了初步的发展。
成熟意义上的城市业已形成，最初的市民阶级出现在了长安、洛阳等繁华的大都市。
　　在汉代，人们第一次开始了人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全面认知。
整个时代呈现出精神愉悦，恢宏勃发，锐意进取的思想和时代精神。
从汉初的以黄老之术治国到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的世界观、人生观逐步成为了思
想的正统和主流，同时楚地“屈骚”的浪漫主义、道家的崇尚自然等先秦时代不同的意识形态仍然广
泛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汉乐府女性题材审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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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