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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代诗学依托于学术色彩浓厚的思想史背景，对整个古典诗学作了历史性的总结和梳理，是古典
诗学的集大成和总结时期。
本书作为《清代诗学史》的第一卷，内容包括鸟瞰整个清代诗学文化性格和历史特征的导言以及论述
顺治、康熙、雍正j朝诗学的六章正文，既有历史进程的整体观照，也有具体诗论家的细致评析。
相比前人以单一的观念史视角考察清代诗学的批评史、诗学史著作，本书的研究首先立足于诗学文献
的细致梳理，融观念史、批评史、学术史于一体，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下，对清初诗学的历史进程、
现实指向、理论品格及对后期诗学的影响作了充分的论述。
全书展现的丰富的诗学现象和理论内容，足以改变学界有关中国诗学的文化特征及理论品格的一些成
见，有助于反思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问题，为建设本土化的文学理论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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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蒋寅，1959年出生于江苏南京。
1988年于南京大学研究生院获文学博士学位。
同年3月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工作，1996年晋升为研究员。
历任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客座教授、韩国庆北大学、台湾逢甲大学、东华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师范
大学“京师学者”特聘教授、华侨大学华文学院特聘教授。
兼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
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东方诗话学会副会长、中国唐代
文学学会常务理事。
出版《大历诗风》、《戴叔伦诗集校注》、《大历诗人研究》、《中国诗学的思路与实践》、《王渔
洋事迹征略》、《王渔洋与康熙诗坛》、《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清诗话考》、《清代文学论稿
》、《金陵生文学史论集》等著作及译著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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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清代诗学的特征、分期及研究方法
第一节 清代诗学的学术背景
第二节 清代诗学的时代特征
一　清代诗学的两种倾向
二　集前代诗学遗产之大成
三　清代诗学的地域意识
第三节 清代诗学史之分期
一　清代诗学史分期的复杂性及方法论原则
二　清代诗学史分期的诗歌史背景
三　对清代诗学史分期的解释
四　清代诗学史分期的学术史背景
第四节 清代诗学的研究方法
一　现有清代诗学研究的局限
二　进入过程的诗学史研究
第一卷 反思与建构（1644-1735）
第一章 清初诗学的主流话语
第一节 对明代诗歌创作和诗学的反思
一　诗学的反思时代
二　明代诗学的三大流弊
三　诗史视野中的历下与竟陵
第二节 诗歌观念与传统的重整
一　复兴诗教：奠定诗学的伦理基础
二　重整诗统：拓展诗史视野
三　崇尚真诗：明确创作理念
四　原本学问：安顿诗学的知识基础
第三节 清初诗学的地域格局与历史进程
第二章 拨乱反正的努力--江南诗学
第一节 江南诗学与明代诗学的关系
第二节 拨乱反正的钱谦益诗学
一　无本·有本·反本--钱谦益诗学的理论出发点
二　对宋元诗的复兴--兼及与程孟阳的诗学渊源
三　“诗史”理论与实践
第三节 渊源于晚唐的二冯诗学
一　二冯诗学的师承与宗尚
二　冯的诗歌批评
三　冯班的乐府之学
四　《钝吟杂录》对严羽诗学的批判
五　二冯的影响与虞山派诗论
第四节 贺裳、吴乔的诗歌批评
一　贺裳的唐宋诗论
二　从《逃禅诗话》到《围炉诗话》
三　吴乔诗论及诗评的得失
第五节 金圣叹、徐增的结构诗学
一　作为诗歌批评家的金圣叹
二　金圣叹的七律分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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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分解说在唐诗批评中的实践
四　金圣叹的杜诗批评
五　徐增对金圣叹分解说的继承和修正
六　金圣叹分解说的影响
第六节 叶燮诗学的理论品位及诗史观
一　诗史观与文学史观
二　作论之体：《原诗》的理诠品位
三　诗史发展观：周期论和阶段论
四　诗史动力论：自律与变
五　诗人资质论和诗歌要素论
第七节 吴梅村、尤侗与汪琬的诗论
第三章 理学背景下的诗歌理论--关中诗学
第一节 顾炎武与关学
第二节 顾炎武的诗学史意义
一　博学于文：顾炎武诗学的学理基础
二　行已有耻：“性情”的道德底线
三　鉴往训今：顾炎武诗学方法论
四　主音与主文：诗歌史研究的音韵学视角
第三节 关中理学家们的诗论
一　李颐的“立本”说
二　李柏的性情诗论
三　王弘撰对“温柔敦厚”的新解
四　王心敬的理学诗论
第四节 李因笃的格调诗学
一　格调派对宋诗风的回应
二　汉诗研究之发轫
三　诗歌声韵研究的前驱
第五节 康乃心及其诗论
第四章 远离诗坛的理论独白--王夫之诗学
第一节 对诗歌本质特征的重新诠释
一　王夫之诗学的学理依据
二　对抒情性的界定
三　“现量”概念的诗学意义
四　声律之于诗歌的本体意义
第二节 文本的有机结构观
一　“意”与文本生成方式
一　“脉”与文本构成方式
三　排除一切预设模式
四　艺术效果的不可分析
第三节 意象化的情景关系论
一　有人的景语
二　表情的景语
第四节 诗歌评选与诗史研究
一　悟性与通识
二　寓诗史研究于作品批评
三　对杜甫评价的改写
第五节 理论的巨人和批评的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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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诗论的批判性和独创性
二　诗歌批评的缺陷
第五章 史家的诗学--浙江诗学
第一节 清初浙江诗风与诗学
第二节 黄宗羲与浙派诗学观念
一　黄宗羲的诗歌理论
二　黄宗羲的宋诗观
第三节 昌留良、吴之振与《宋诗钞》
一　《宋诗钞》与吕留良
二　吴之振的宋诗立场
三　《宋诗钞》编纂得失及诗学史意义
第四节 陈祚明的先唐诗歌批评
一　诗学观念的包容性
二　富有历史感的批评眼光
三　基于比较的批评方法
四　细腻的审美味觉
五　理论与批评的高度融合
第五节 钱塘诗人群的宗唐倾向
一　“西泠十子”的诗歌观念
二　毛奇龄与唐宋诗之争
第六节 朱彝尊的明诗研究
⋯⋯
第六章 清代诗学的发轫--山东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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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原诗》一向被视为中国古代诗论最出色的著作，叶燮也因写作《原诗》而被认为是清代
最有成就的一位诗论家，自黄葆真等先生合著《中国文学理论史》（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以降，今
人的论著多给予极高评价。
但自20世纪以来，关于叶燮和《原诗》的理论地位，学界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位。
首先就是或因叶燮是沈德潜的老师而被郭绍虞先生划为格调派，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青木正儿将叶燮诗学的性格定位为“诗坛上自成一家思想之抬头”，说在康熙中叶诗坛观念的混乱中
产生了自成一家的思潮，“主张不将目标特别拘泥于或唐或宋或元，一切按照个人所好，形成各自风
格，以吟咏个人性情为宜的人逐渐出现。
首先发出这一呼声的，是苏州的叶燮”，也有武断之嫌。
至于叶燮诗学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尽管学者们已从多方面加以肯定，如马积高说叶燮诗论最有时
代特征的有三方面：一是平唐宋之争，二是理、事、情和才、胆、识、力的并重和结合，三是强调“
变而不失其正”，即崇雅；德国学者卜松山特别追溯了叶燮批评用语的来源，并分析了叶燮诗学因同
时含有模仿的、表达主义的及实用主义的三种因素而带来的定位的困难。
但我的基本评价大体与张少康、刘三富两位先生相近：叶燮诗学更多的是对前人理论的系统阐述和总
结发挥，精辟独到的创见很少。
并且这不多的创见，我以为也并不在学界乐道的诗歌本体论、创作主体论方面，而是在诗史观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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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代诗学史(第1卷)》是作者（蒋寅）十年心血之作。
清初诗学主要在于对明代诗学的反思与重整诗统的建构，《清代诗学史(第1卷)》分江南诗学、关中诗
学、山东诗学、浙江诗学等章节分析了清初诗学的地域格局与历史进程，详尽地勾勒并探究了清初诗
学的历史状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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