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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篇学位论文首次在晚唐社会历史与文艺思想背景下，对晚唐乐府诗的创作概况、题材和主题、
诗歌艺术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
《晚唐乐府诗研究》首先明确了什么是晚唐乐府诗，晚唐是指从敬宗朝到唐末，乐府诗则是因文学体
裁成熟分化并在郭茂倩《乐府诗集》的影响下逐渐明确起来的一个文学概念，指传统乐府文学中除去
词和曲后的部分，包括汉乐府及后代拟作、六朝乐府及其拟作和隋唐以来创制的新题乐府。
晚唐乐府诗具有相当多的数量和内在的丰富性，且不乏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本文还回顾了相关研究史，对不同时期的研究成就及不足做出了简单评介。
 晚唐时期由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牛李党争等，社会动荡不安，文人的仕进和创作受到限制，但也
刺激了现实主义乐府文学的发展。
经济重心的南移使得江淮一带出现局部繁荣，促进了这一地区乐府诗创作的发展，同时产生的江南重
赋现象也为乐府诗提供了新的题材。
另外佛、道两教继续兴盛，并在与儒教及相互斗争中走向三教合一，这对作家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
题材、艺术手法的使用产生了广泛影响。
 作为传统乐府诗发展的延续，晚唐乐府诗在创作上必然受到前代乐府诗的影响。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晚唐乐府诗研究>>

作者简介

　　刘亮，1978年10月生，江苏宿迁人。
2005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
现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副教授、副院长，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后，中国韵文学会会员。
主要从事唐宋诗词、乐府文学研究，曾在《中国韵文学刊》《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等学术刊物
上发表论文近20篇，出版学术著作《唐宋诗复变论》（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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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期，诗歌莫盛于唐，莫备于唐。
乐府诗又是中国古代诗歌重要之一类，从两汉“相和歌”到魏晋南北朝“清商曲辞”，一直到唐代的
“新乐府”，乐府诗的创作可谓长盛不衰，成为古代诗歌史上蔚为壮观的现象之一。
然而，与汉魏南北朝乐府相比，唐代乐府诗的研究却一直处于相对落后的状况。
在整个唐代乐府诗中，晚唐乐府诗的研究又是最弱的一环。
而从实际情况看来，晚唐乐府诗中并不乏值得我们关注之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笔者选取了“晚唐乐府诗　　研究”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
　　第一节研究的时间断限与研究的对象　　本书研究的是晚唐时期存在的一种诗歌类型。
然而，什么是“晚唐”，该以什么时候作为晚唐的时间断限，却需要我们做一更详细的考察。
　　对唐诗的分期问题历来存在不同的观点。
我国古代的学者就曾对这个问题做过广泛的探讨。
最早对唐诗进行分体的宋代的严羽，曾在《沧浪诗话》中将唐诗分为五体：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
、元和体、晚唐体。
①这虽然更多的是一种诗体上的分类，但其中已经包含了对唐诗进行分期的因素。
从这种分期中我们可以看出，严羽所说的“晚唐”应该是指唐宪宗元和年间以后的一段时间。
元代的方回首次有了“中唐”的提法：“予选诗以老杜为主，老杜同时人皆盛唐之作，亦皆取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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