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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唐王朝是中国古代王朝社会发展的最为鼎盛阶段，在这个“万夷来朝”辉煌时代，整个国家和
民族都显现出欣欣向荣、蓬勃向上的精神状态。
唐代文士生活在这样雄强的时代，他们精神振奋，意志昂扬，焕发出灼灼的活力与梦想。
这种富于生命激情的精神风貌体现在文学上就是一种震撼人心、戛然独造的风姿神韵，这种风韵的核
心特质是活泼泼的生命力，富于自由品质与浪漫气息，我们将其概括为“生命美学”。
生命美学注重人的价值与尊严，追求人格的发展与完善，以人的解放与自由为本，强调人的本质属性
及生命意义。
《生命美学视域下的唐代文学精神》在广泛爬罗剔抉材料的基础上，选取人文审美的视角，报以诗性
的激情，对唐代文学的本质特征进行全面挖掘，对蕴涵其中的生命美学精神进行精准的阐释。
以“生命美学”作为学术切入点，这为唐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学术视角和解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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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伟，男，1977年生，吉林松原人。
2010年南开大学博士毕业，现工作于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
读博士期间，获得了南开大学优秀博士生奖学金等一系列的大型科研奖项，被评为南开大学优秀博士
毕业生。
曾在《文学遗产》、《南开大学学报》、《天津社会科学》、《天津大学学报》等核心刊物上发表论
文十余篇，代表著作有《苏轼禅意诗校注》（天津教育出版社2010出版），以上论文和专著在学界均
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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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风神逸韵”的格调品位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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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唐代帝王对于听谏之道多有心得，唐太宗晚年编写《帝范》一书，深入探讨了君体、建亲、求贤
、审官、纳谏、去谗、诫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等治国之道。
此书总结了他一生的政治经验，用以教诫太子。
其中核心不是难于如何约束臣下，而是如何克制自己，正如李世民在《帝范序》中所告诫的：“战战
兢兢，若临深而驭朽；日慎一日，思善始而令终。
”（《全唐文》卷10）女皇武则天责令著作郎元万顷、左史刘神之等文学之士，修撰《臣轨》二卷，
此书作为臣僚借鉴之书，以儒家传统道德观念为基础，论述为臣者正心、诚意、爱国、忠君之道，作
为臣僚的座右铭与士人贡举习业的读本，旨在永远维持封建统治地位。
如果说《帝范》重在帝王之纲，《臣轨》重在臣下之轨，那么《贞观政要》则以翔实的史料，通过精
心编排，建构出一套君臣共存共荣的政治规范。
　　第一，贞观君臣谏诤范式的确立。
翻检古史可以看出这样的规律：历史总是在一治一乱中反复演进。
但凡治世，都是君臣十分相得，君主勇于纳谏，臣子敢于进谏，上下同心，言路畅通，因而政通人和
；但凡乱世，多有拒谏的帝王，他们或荒淫暴虐，或文过饰非，或残害忠良，最后都未能逃脱“忠谏
不纳，一朝覆亡”的下场。
在中国古代，因久操权柄、长享富贵而骄奢淫逸，致国破家亡的事例俯拾即是。
一般说来，开国之君，多为明君，对于群臣的进谏多半是接受采纳的，这是因为前朝覆亡的事实就在
眼前，他们自己也是前朝的埋葬者，对民众排山倒海的力量有一种“载舟覆舟”的切身体会。
因此，当政之初，格外地小心谨慎，勤于政事，即使是大臣进言伤其自尊，也能宽容大量加以谅解。
及至王朝中期，离开国日远，君王从小生长在温室般的深宫，对民众的疾苦与抗争力量之认识是非常
肤浅的，因而对于纳谏的重要性的认识也就越来越模糊了。
到了王朝后期，君王大多是刚愎自用、拒谏饰非之徒，混乱朝政，堵塞言路，亲小人，远贤臣，终于
成了亡国之君。
这大约是历代君王们对待谏诤的一般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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