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典解读与文史综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经典解读与文史综论>>

13位ISBN编号：9787516112427

10位ISBN编号：7516112429

出版时间：2012-12

出版时间：尚永亮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12出版)

作者：尚永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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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典解读与文史综论>>

内容概要

《经典解读与文史综论》为作者尚永亮三十年来部分中国文史研究论文的结集，依时代为序分为三辑
。
第一辑集中探讨先秦两汉时期重要作家、作品的相关问题，其重心有三：一是上古弃逐文学的发生和
母题构成，二是庄子、屈原、贾谊的个体关怀、人生思考和意识倾向，三是司马相如、司马迁的文史
创作及其主体特征、思维特点。
第二辑围绕魏晋至唐代的人物特称、悲秋意识、文学意象、诗画关系、君相与政治的关系展开讨论，
并对陶渊明、王维、孟浩然、杜甫、柳宗元的思想、艺术、创作动因等提出新的看法。
第三辑重点探讨宋元明清时期对唐诗的相关接受，而对苏轼、吴梅村、蒋士铨、黄仲则等作家的文化
心态、心路历程和创作特色也多所发明。

    收在《经典解读与文史综论》中的二十余篇论文，注重实证和理论的结合，微观和宏观的结合，以
强烈的问题意识贯穿其中，通过文史互证和多角度透视，开拓了研究领域，深化了学术思考，产生了
较大影响，也得到了学界的关注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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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尚永亮，1956年生。
祖籍河南，长于西安。
1982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
1990年获博士学位。
现为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院院长、《长江学术》主编，珞珈学者特聘教授，兼任教育部
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柳宗元研究学会副会长
、湖北省屈原学会副会长等。
长期从事汉唐文学研究，出版《中国占代文人与自然之秋的双向考察》、《元和五大诗人与贬滴文学
考论》、《司马相如评传》、《人与自然的对话》、《唐代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文人的仕宦生
涯》、《唐代诗学》、《庄骚传播接受史综论》、《柳宗元诗文选评》、《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
《唐代诗歌的多元观照》等专著、合著，主编多部丛书和教材，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
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
主持国家、教育部、湖北省社科基金项目、211工程子项目及横向课题，其论著先后获省、部级人文社
科研究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多项。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典解读与文史综论>>

书籍目录

上编后稷之弃与弃逐文化的母题构成  一  “履帝武敏”与无夫被弃  二  “先生如达”与因怪遭弃  三  
三弃三收及其深层内涵东西方早期弃逐故事的基本形态及其文化内蕴——以“抛弃一救助一回归”之
弃逐母题为中心  一  中国早期的英雄型弃子传说  二  亚、欧诸国的英雄弃子传说  三  东西方弃子故事
的共通内容与意蕴庄子的个体关怀与人生思考  一  处穷守拙的狷介个性  二  对混浊时世的激愤情怀和
强烈批判  三  源于生命忧恐的人生思考  四  遁世情怀与智者风神《逍遥游》的“小大之辩”及其他  一 
《逍遥游》与《齐物论》的矛盾  二  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小大之辩”  三  “逍遥游”的三个层面和逻
辑顺序忠奸之争与感士不遇——论屈原、贾谊的意识倾向及其在贬谪文化史上的模式意义  一  屈原的
意识倾向和模式构成  二  贾谊与感士不遇主题  三  执著与超越之间司马相如赋的主体特征与模式作用  
一  欲求完满的创作心理  二  弥散类推的思维方式  三  以娱人为主的追求目标  四  模式作用与“模式爱
好”心理天人感应与神秘思维——司马迁天人观与思维方式论略之一  一  天人间的交感关系  二  上天
赏善罚恶的功能  三  天授君权中包含的情感因素  四  幽冥相报及其神秘力量两种思维的冲突与史学家
的苦闷——司马迁天人观与思维方式论略之二  一  思维方式的双线发展与兼容并包  二  两种思维冲突
导致的沉重苦闷  三  理性与非理性间的文化意义司马迁对庄、屈之接受及《史记》二传的文献价值  一
 对庄子的态度与贡献  二  《屈原列传》的多重意义中编魏晋时期人物特称现象的文化分析  一  魏晋前
人物特称及其嬗变  二  魏晋人物特称的取向与特点  三  魏晋人物特称的文化土壤陶渊明的思想及其成
因略论  一  陶渊明的儒家观念  二  陶渊明的道家观念  三  佛家思想与陶渊明的关联悲秋意识初探  一  秋
的生命特点与异质同构  二  生命悲叹的三个层面  三  自我生命与自然生命的深层契合  四  缘于秋的类
比思维及悲与思的结合  五  悲秋意识的意义蝉意象及其生命体验  一  蝉意象的发展及其文化内蕴  二  
蝉意象蕴涵的生命体验  三  羁旅与别愁的文学展示  四  物候特征与悲秋心理“诗中有画”及其相关问
题  一  诗画异同与诗画优劣  二  “诗中有画”与“诗不可画”  三  如何理解“宛然在目”王维、孟浩
然“隐”、“逸”之辨  一  “隐”、“逸”之别与性格之异  二  生活中的隐迹幽栖与逸兴放浪  三  诗
歌创作中的隐秀与清逸杜甫格律组诗之演进与开创  一  演进的四个时段及其特点  二  组合与次序——
艺术开创之一  三  重复中的推进与消解——艺术开创之二  四  偶对性与杜诗在组诗史上的作用柳宗元
古近体诗与表述类型之关联、创作动因及其嬗变  一  创作时期与所用诗体的定量分析  二  两大表述类
型与古近体的关联及其变化  三  诗体与类型偏好的主客体原因  四  两大表述类型与古近体诗发展嬗变
的制导因素中唐君相与政治兴衰  一  贞元君相与衰乱政局  二  走向中兴的元和君相  三  元和十四年：
政治兴衰的分界下编唐宋诗的嬗变及其异同  一  唐宋诗的发展时段、高潮与变化  二  从四个方面看唐
宋诗的异同孤鸿情结：观照苏轼其人其词的一个新视点  一  孤鸿情结的发生与凝定  二  孤鸿情结的深
化与辐射  三  孤鸿情结的纾解与沉潜苏轼与李白诗歌月意象之比较  一  由浓情到至理的转变  二  由动
趋静的转化  三  人文化程度的加深苏轼与白居易的文化关联及差异  一  “出处似乐天”与苏白之文化
关联  二  苏与白之差异及其对白的超越一位有争议的诗人与一个被忽略的朝代——金源诗人对白居易
的接受及其诗史意义  一  围绕白诗评价展开的一场争论  二  崇白风潮与白陶并论  三  创作中的效白与
发展《牡丹亭》中“情”的变化与表现手法的差异  一  情欲结合的诗戏展演  二  情理对立的奇幻情节  
三  情的跌宕起伏与剧作高潮变化  四  情的回落与团圆结局吴梅村对元白长篇的创作接受及其异同  一  
梅村歌行与元白长篇的总体比较  二  从两篇《琵琶行》看梅村对白诗的效法和发展  三  “梅村体”与
“长庆体”之承接及相关评说蒋士铨及其文学创作  一  蒋士铨的家世与生平  二  诗歌创作中的雄直风
格  三  情辞兼备的戏曲名家黄仲则的心态及其诗词的深层意蕴  一  “忧忿”：心态第一线索  二  “狂
狷”：心态第二线索  三  孤独悲凉：心态第三线索  四  漫天秋气中的自我展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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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典解读与文史综论》为作者尚永亮三十年来部分中国文史研究论文的结集，依时代为序分为三辑
。
第一辑集中探讨先秦两汉时期重要作家、作品的相关问题。
第二辑围绕魏晋至唐代的人物特称、悲秋意识、文学意象、诗画关系、君相与政治的关系展开讨论。
第三辑重点探讨宋元明清时期对唐诗的相关接受，而对苏轼、吴梅村、蒋士铨、黄仲则等作家的文化
心态、心路历程和创作特色也多所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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