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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东涛同志早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长期在各地学校任教。
幼年即好读唐诗宋词，稍后即进而从事研究工作；除研究诗词，遍读诗话、词话之属，知其大意，又
进而钻研画论与书论，同时兼治绘画史、书法史。
从对王维、苏轼、黄庭坚、杨维桢、徐渭诸家的钻研过程中，深感诗文书画，虽各有其异，但其间原
理，实多相通，执一而论，不如综合融通，为能发现新知，有所开拓。
二十余年来，他孜孜砣砣，自甘寂寞，一面钻研，一面在此道路上写出心得之见，先后已出版几种不
仅资料丰富，且有不少卓见的著作行世，都在寄来欣慰读过。
我多年也从事这方面的探讨，对他的这些著作，认为极有根底，建议他继续努力下去。
因他能有这样宏通的眼光，长期不懈的积累，定有所成。
据我所知，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积累之丰富、精深，无疑是有关理论研究方面有世界意义的宝库，过去
虽有些研究，且不断有些积累，但确还非常薄弱，不足。
或偏于文艺之一隅，或只谈外部表现、思想观念，或只是作家作品外部研究的叠合汇编，专题艺术发
展、线索、生命力的深入研究基本还颇缺乏，这也许已是许多同行们的共同感觉。
说说容易做到难，要鼓励青年同行、学者们按此方向实实在在做起来，做出来，才是正途。
而东涛同志已经这样做达二十年了，所以，曾建议他继续这样努力下去。
尚无成功的先例，就大胆按自己的感受见解，用自己的做法，动手写出来。
水涨才能船高。
总体水平提高了，才逐渐能浮出大作、名作，共同来做促进的工作。
老实说，这是至今还未出现，在过去文化环境中也是出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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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研究诗又谈何容易！
历代诗话浩如烟海，历朝诗人遮天蔽日。
从何人人手，左右迷顾再三。
青年时代的知识又有限，且无导师指引，犹如在春林中跋涉，满目芳菲而不识春光。
偶有所摘，竟是败叶残枝！
不过，或许是古人诗好，香醇浓郁让你欲罢不休，或是古人的襟期超逸，诱你去走进淡泊超脱的境界
。
读古人诗总不寂寞且齿颊清爽，与古人对话心动神摇，竟忘却尘世种种烦忧。
于是认定一条路走下去，起初虽荆棘牵衣，乱石咬人，但究竟也看见了一二小花野草之美，景色也渐
渐迷人眼了。
　  古典诗论是古人对古诗的研究心得，这种研究心得往往只是三语两语的描绘，文字倒是很优美，
但没有分析的过程，看了使人摸不着头脑。
故读各种诗话往往如堕五里雾中，甚至可以说很少收获。
这或是我的悟性不足之故。
所以，开始的几篇心得文章，幼稚得很，且缺乏个人所见，只好束之高阁。
八十年代初，钱钟书的《谈艺录》出版了，我读后茅塞顿开，原来诗是应该这样读的！
特别是《神韵》《说圆》诸篇，让我深刻反省过去读诗的方法，而此时，对西方诗论文论、美学的兴
趣使我开阔了眼界，于是试着用新的方法来研究古典诗论。
当我用解释学、接受美学的理论重新审视历来缠夹不清的“意境”时，竟觉得意境变得很好理解。
八十年代中后期起，我阅读了相当多的西方美学、诗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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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古典诗论研究（一）　序　孔子的诗学思想新探　孟子的解诗法：“以意逆志”说　《诗·大序》的
诗学思想　钟嵘的诗歌批评标准　陈子昂的“风骨”与“兴寄”　杜甫诗论与诗艺　《诗式》的意境
理论　白居易的讽谕诗理论　司空图的《诗品》及诗论　苏轼诗论：形神论、自然论、枯淡论　黄庭
坚“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诗歌理论　范温论书画之韵与诗文之韵　情真、味长、气胜——张戒
的诗学理论　陆游的“功夫在诗外”论　杨万里诗论　姜夔的“见乎诗”与“无见乎诗”　《沧浪诗
话》：别材、兴趣、妙悟　辞达理顺——王若虚的诗学思想　“学至于无学”——元好问的诗学观　
无迹之迹诗始神——戴表元的诗论　刘将孙论诗的情感与语言　杨维桢“古学府”的诗学思想　论诗
取声最得要领——李东阳诗论　李梦阳的复古与拟议变化　何景明“舍筏登岸”的复古主义　杨慎诗
论：人人有诗，代代有诗　谢榛诗论　师心纵横不傍门户——徐渭的诗学理论　袁宏道诗论：独抒性
灵不拘格套　陆时雍论韵的生成及形态　王夫之的“情景”理论探索　《原诗》：诗的客体与主体—
—叶燮的诗学思想　王士祯的“神韵说”　沈德潜的“格调说”　翁方纲的“肌理说”　　袁枚的“
性灵说”：诗不可无我　叔本华的抒情诗理论与王国维的“境界说”　后记古典诗论研究（二）古典
诗论研究（三）古典诗论研究（四）古典诗论研究（五）古典诗论研究（六）古典诗论研究（七）古
典诗论研究（八）古典诗论研究（九）古典诗论研究（十）古典诗论研究（十一）古典诗论研究（十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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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古典诗论研究（一）孔子的诗学思想新探先秦诗学发生的文化背景是当时的“采诗”、“献诗”、“
赋诗”、“引诗”、“论诗”等活动的盛行。
《诗三百篇》的创作年代大抵在上起周初、下止春秋中叶的五六百年间。
这是一部乐歌总集。
孔子对《诗三百篇》的研究反映出他对《诗经》的政治作用、外交作用、社会教化功能和审美功能的
深切理解。
孔子是《诗》学研究的第一人。
孔子的诗学主张散见于《论语》、《孟子》、《礼记》等书。
2001年，《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出版。
其中《孔子诗论》被一些专家定为孔子所作，也有专家认为不是。
但这些竹简反映出孔子时代的诗学已很成熟。
可作为理解孔子诗学思想的重要参考。
一、孔子“删诗”与“正乐”孔子“删诗”是诗经学史上争论不断的公案。
今日再提出这个问题，一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孔子的诗学思想，二是可以印证上博楚竹书所反映的诗学
情况。
首先提出孔子“删诗”之说的是司马迁。
《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
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继后班固《汉书·艺文志》承其说，此后，同意此说的有欧阳修、邵雍、王应麟、顾炎武、王崧等
人。
而持怀疑态度的更多，有郑樵、朱熹、叶适、朱彝尊、崔述、赵翼、方玉润、张西堂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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