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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吴中胜编写的《杜甫批评史研究》以批评史为视角，以历代杜甫批评为对象，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采用综合分析的方法，以时代为纲，以具体的批评家或著述设目，考查历代学者对杜甫及其诗学的
思想态度。
并对其发展脉络作专题性的描述，对其时代特色和精神特质作较为深入的理论分析。
审视千年杜诗学，客观上是存在一部杜甫批评史的，其内容呈现出时代性、过程性和复杂性的特点。
《杜甫批评史研究》从批评史的视角研究杜甫，有别于“就杜甫研究杜甫”的传统思路。
从理论上说，伟大的作家杜甫不是天生的诗圣，后人对其人、其诗有一个不断认识、批评和认同的过
程。
杜诗的价值也正是在这个不断认识、批评和认同的过程中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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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中胜，1969年生，江西赣州人，毕业于武汉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流动站
博士后，赣南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教学和
研究。
在《文艺理论研究》等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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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有多则资料显示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有扬李抑杜之论。
刘敛《贡父诗话》说：“杨大军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
⋯⋯欧公亦不甚喜杜诗⋯⋯然于李白而甚喜爱，将由李白超越飞扬为感动也。
”陈师道《后山诗话》中也有上述一段话。
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载欧阳棐述其父修自评其诗语，说：“吾诗《庐山高》，今人莫能为，唯李
太白能之。
《明妃篇》后篇，太白不能为，唯杜子美能之，至于前篇，则子美亦不能为，唯我能之也。
”此处似说李、杜各有优长。
综合上述三则诗话，我们认为，要弄清欧阳修论李杜的不同语境才能说清他对李杜的具体看法。
光凭诗话中的片言只语很难说清楚。
 苏辙倡扬杜抑李之论，其《诗病五事》云：“李白诗类其为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
义理之所在也。
唐诗人李杜称首，今其诗皆在，杜甫有好义之心，白所不及也。
” 苏辙从“为人处世”角度抑李扬杜，自有其道理在。
与欧阳修的情况类似，王安石的态度也似“复杂”。
王安石曾说：“诗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此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兰苕上，未
掣鲸鱼碧海中，’此老杜所得也。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引）这里王安石说李杜于诗歌创作各有心得，不加优劣之论。
然而人们从王安石编四家诗看出疑问。
四家之中，以子美为第一，永叔次之，退之又次之，太白为最下。
时人以为其中有深意在。
（见《王直方诗话》）又引起优劣之争。
 著名文学家苏轼和黄庭坚则主张李杜并驾、不分高下。
苏轼《次韵张安道读杜诗》说： “谁知杜陵杰，名与谪仙高。
扫地收千轨，争标看两艘。
”把李杜都看作杰出高品之人，是诗歌发展的航标。
黄庭坚《题李白诗草后》说：“余评李白诗如黄帝张乐于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椠
人所可拟议。
吾友黄介读李杜优劣论日：论文政不当如此。
余以为知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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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杜甫批评史研究》以历代杜甫批评为对象，以中国文学批评史为进路，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采
用综合分析的方法，以探讨历代杜甫批评的历史进程和理论建树为目的，以时代为纲，以具体的批评
著述设目。
批评史方法的引入，摆脱传统的就杜论杜的视角，在历史演进过程中考察杜诗价值的生成和发展，把
杜诗放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去考察杜诗的历史命运，并以杜诗为线索，考察历代诗学观念和审美情
趣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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