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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明代诗歌及其理论研究的论著发表量很有限。
八十年代后期，竟陵派、公安派和其他明代诗歌流派的研究兴起，此后，明诗及明代诗歌理论的研究
一发而不可收。
2007年，我们在武夷山召开的明代文学学会年会，收到的诗文（主要是诗歌）论文，大大超过小说和
戏曲。
近二十年来，明诗及明代诗歌理论的研究队伍正在壮大，优秀的成果不断涌现，出现了可喜的局面。
近二十年来明诗和明代诗歌理论的研究，除了作家、流派和专书的研究之外，还有整体的诗学研究、
发展史的研究、复古理论的研究等等。
在我看来，明诗和明代诗歌理论的研究虽然出现了可喜的局面，但比起唐诗、宋诗甚至是清诗，似乎
只能说是起步，或者说刚刚进入一个比较正常的研究时期，很多问题还有待于关注和研究。
　　明代中古诗歌接受与批评，就是一个很值得关注和深入研究的课题。
中古诗歌，经过隋唐、唐宋、宋元、元明的改朝换代，兵焚水火，完整传世的别集只有《陶渊明集》
等少数几种，总集也只有《文选》和《玉台新咏》等。
明人有意识地对中古诗歌进行搜集和整理，冯惟讷的《古诗纪》、张燮的《七十二家集》、张溥的《
百三家集》，都是大型的中古文学总集。
钟惺、谭元春的《古诗归》、陆时雍的《古诗镜》、曹学佺的《古诗选》等，都是重要的古诗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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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明代中古诗歌接受与批评研究》动态考察明代中古诗歌批评的演进趋势，全文采取历史演进与
主要问题揭示相结合的方式，选取明代中古诗歌批评不同时期的主导现象进行翔实分析，力求通过史
实层面与问题层面的细致梳理，突出其主要理论意义。
本文认为视角的冲突或互补构成了明代中古诗歌批评发展的内在矛盾，并引起了观念的相应变迁，从
而推动批评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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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斌，1967年生，江苏省淮安市人。
先后毕业于南京大学（2000年，获文学硕士学位）、福建师范大学（2007年，获文学博士学位），现
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教研室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古诗歌与明清诗学，日前主持全国
高校占籍整理出版项目“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的整理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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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引言第一章 明七子与“古体宗汉魏”第一节 明七子与“古体宗汉魏”说一 明前期对古体创作传统
的诉求二 李梦阳、何景明与“古体宗汉魏”之倡扬三 李攀龙、王世贞对“古体宗汉魏”的调整第二
节 前七子汉魏诗歌观的诗学取向第三节 拟古：在理论与实践之间一 七子派拟古的主要类型及方式二 
对拟古的反思及诗学意义第二章 嘉靖六朝派及其诗学承担第一节 六朝派及其形成一 吴中六朝派二 金
陵六朝派三 杨慎及同调第二节 杨慎等人对六朝诗史的理论把握一 “以艺论”的鲜明立场与对六朝“
绮靡”的辩护二 对六朝开启唐诗的论证第三节 六朝派拟习活动与正、嘉诗风之转变一 六朝派拟习活
动及特点二 六朝派拟习活动与正、嘉诗风之易型第四节 七子派与六朝派的宗尚对峙及其他第三章 辨
体与中古诗史批评及建构第一节 明前期中古诗史观及主要命题一 宋濂、王讳、吴讷的中古诗歌流变
盛衰论二 高株、周叙与五古典范的选择三 李东阳以声辨体与“古不可涉律”说第二节 七子派中古诗
史观及主要命题一 李梦阳、何景明的诗史观与陶、谢论二 徐祯卿论汉魏诗歌源流三 陈沂、胡缵宗的
诗史观及乐府声调论四 李攀龙与汉唐五古比较论五 谢榛对法度的强调与五古形式流变论六 王世贞的
中古诗人风格比较及陶谢论第三节 胡应麟与中古诗史辨体体系的建立一 中古各体诗歌流变的辨析二 
本色的界定与家数的品评三 对中古诗歌美学风貌的把握第四节 许学夷对中古诗史辨体体系的完善一 
中古诗歌的源流与正变二 情兴与体制：汉魏诗歌本体论三 陶谢诗史地位的评价第四章 晚明古诗选本
及其批评倾向第一节 钟惺、谭元春《古诗归》与性灵说一 《古诗归》的诗学背景与宗旨二 《古诗归
》选目之检讨三 《古诗归》的批评特色第二节 陆时雍《古诗镜》与神韵说一 《古诗镜》的诗学背景
与宗旨二 《古诗镜》选目之检讨三 《古诗镜》的批评特色附录：明代中古诗歌的文献整理一 弘、嘉
间中古诗集、别集的重刊与校辑二 明代中古诗集的编选主要征引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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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明七子与“古体宗汉魏”　　第一节 明七子与“古体宗汉魏”说　　从表面理解，七子
派的“古体宗汉魏”似乎单纯从规范古体写作角度，来探讨汉魏诗歌典范性，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
明人学诗、论诗有着浓烈的古典情结，尤其是对代表古典诗歌艺术高峰的汉唐诗歌，始终抱着虔诚崇
敬的心态。
通常认为，明代诗学以古典主义思潮的汹涌澎湃为基本特征，其复古旨趣的形成，既出于士大夫重振
汉文化的历史使命感，也来自对恢复古典审美理想的强烈诉求。
①关于后者，当代学者认为这是明人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特征及其发展变迁轨迹作了全面深刻的反
思之后才提出的复古主张。
从中唐开始，古典审美理想走向解体，诗歌向着“理性化、散文化，以诗言理叙事”与“感性化、俗
化、技巧化”方向分化与衰落，至明中期，“重倡古典审美理想，整顿古典诗歌创作的局面，力图恢
复古典诗歌的审美理想，就成为人们唯一的选择，因而也成为一种时代要求。
”②这股复古思潮，以前后七子文学复古运动及其“古体宗汉魏，近体宗盛唐”为鲜明理论标识，旨
在引导人们超越宋元、以汉魏、盛唐诗歌为师，恢复古典诗歌的审美特质。
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古体宗汉魏”是如何确立起来的?与宋元以来对古体不振的反思、严羽以“汉
魏晋”为师的学古主张，究竟存在怎样的历史关联?早在明初，“古体宗汉魏”即已在酝酿中，构成了
前七子复古的序曲前奏，我们的研究也当由此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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