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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国家教委“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国家课题子项目研究成果之一。
是一部学术性很强、涵盖面很广、内容全面、体系完备的文学批评之作。

本书有一下几个特点：
第一，博采众家之长，又善于独立思考。

既能够集各家《中国文学批评史》著述的精华，又经过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写出自己的心得体会，颇
多前此未发之论。
例如关于“中国文学批评与西方文学批评之比较”，“孟子人学思想与文学批评”等等。

第二，视野开阔，能够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演变做总体的把握，并且把它放在一个广阔的学
术文化背景之中加以考察。

作者以时代为序，对于各个时期的文学批评都以一节的篇幅来论述其总体特征，以突出各个不同时期
文学批评的时代气息和学术文化特色。

第三，全面公允，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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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镇楚（１９４１-），男，湖南邵阳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著有《唐诗文化学》、《宋词文化学研究》、《唐宋诗词的文化解读》、《唐诗与宗法文化》、《诗
话学》、《国诗话珍本丛刊》、《诗话之学与古代文论研究》、《中国诗话史》、《比较诗话学》、
《石竹山房诗话论稿》、《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等重要文献，对古代诗歌理
论研究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蔡镇楚教授是我国第一个提出“东方诗话圈”这一全新的学术概念，认为在世界的东方早已形成了一
个以中国诗话为中心，跨越时空领域的巨大的诗话圈，从而高扬起“东方诗话学”这面新的学科旗帜
，并通过学术研究不断践行着自己的学科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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