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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晚明时期，古代文学批评进入总结和融合阶段，流派林立，异说纷呈。
就主流而言，明代诗学存在着两条主线：复古论与情感论。
复古论以“格调说”为代表；而情感论以李贽的“童心说”、李梦阳的“情真说”、汤显祖的“神情
合至说”、公安、竟陵派的“性灵说”、冯梦龙的“情教说”为代表。
不同的理论流派在相互影响、相互激发中，不断丰富各自的理论内涵，也不断地在进行整合，初步显
示出理论上趋于集大成的生动局面。
　　许学夷是这个时期的重要人物。
他一生历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崇祯五朝。
他的文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诗源辩体》这部诗论著作中。
作为正统儒家思想坚定的拥护者和弘扬者，在思想融合方面，他以儒学为基本立场，兼容释道之学，
对不同流派的诗学，也能广泛吸纳。
这使得他的《诗源辩体》在晚明诗学领域，成为既有宽阔理论视野，又符合当时诗歌创作实际的诗学
理论。
　　在诗学方法上，他以儒家“中和”观作为阐释文本的基本方式，在各种批评方法之中，运用“和
而不同”的思想，选取那些符合文本实际的批评方式，对诗歌文本和诗学文本进行中肯的分析，提出
了一些颇具新意的见解。
在整合当时诗学成果、吸纳传统诗学精华、开拓中国诗学的新境界方面，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对《诗源辩体》这样一部诗论著作，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学术界才逐渐予以关注。
杜维沫先生在八十年代对《诗源辩体》进行整理点校，198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随后，在一些研究中国古代诗学的著作中，有所引用。
但相较而言，在大量研究古代文论和批评史的论著中，专门论及许氏及其诗论的只有较少的几部著作
。
而且，还多认为许学夷的诗学思想在蹈七子旧辙，对他的评价也不够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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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晚明时期，古代文学批评进入总结和融合时期，流派林立，异说纷呈。
许学夷是这个时期的重要人物。
他一生历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崇祯五朝，他的文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诗源辩体》这部诗论著
作中。
在诗学方法上，他以儒家“中和”观作为阐释文本的基本方式，在各种批评方法之中，运用“和而不
同”的思想，选取那些符合文本实际的批评方式，对诗歌文本和诗学文本进行中肯的分析，提出了一
些颇具新意的见解。
他在整合当时诗学成果、吸纳传统诗学精华、开拓中国诗学的新境界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方锡球老师的这本著作，能贯彻比较的研究方法，将许学夷的诗学放到历史的维度进行考论，论证许
学夷对中国古代诗学的发展，是国内研究许学夷及其诗学专著的第一本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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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方锡球，1962年生，安徽枞阳人。
1985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兼职研究员、文学院在读博士生。
2003年被选拔为安徽省高校学科拔尖人才。
长期从事中国古代诗学研究，曾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学评论丛刊》、《文艺研究》
、《社会科学辑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出版过专著《文艺发展机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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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第一章 “雍容典雅”的诗学追求与晚明儒家诗学的文化特质一 从“中和”哲学观到“雍容典雅”
的诗学追求二 中国古代诗学中艺术理想的两个层面：从风骨论到意境论三 晚明儒学复兴语境与中国
诗学思想的融合第二章 许学夷生平、交游、思想与诗学活动一 许学夷生平、交游与诗学活动概况二 
许学夷的思想与诗学价值取向三 许学夷的诗歌、诗学成就与接受现状第三章 许学夷诗学思想总论一 
诗歌双重本体论：情兴与诗体二 正变兼得的发展论：主体、理势与时代三 接受批评论：既论其“要
”、亦得其“偏”其“详”第四章 许学夷“诗体”论的文化整合特点一 许学夷论“诗体”的特征：
文化与审美二重因素共生二 许学夷诗体论所体现的发展论意识与整合文化的意图三 许学夷文化整合
方法论与诗歌终极理想形态第五章 许学夷的元批评与儒家诗学审美化进程一 “好远兼爱，通方广恕
”的元批评与儒家诗歌批评的现实化二 “诗道”走向美学：许学夷对历代诗学思想评判的核心理念三
许学夷对诗论家素质的见解：“及乎规矩”与“变化从心”的结合四 “识见议论”，“代日益精”：
许学夷对儒家诗学价值取向的修正与完善第六章许学夷“破三关”的诗学价值与“正变”之辨的理论
意义一“破三关”的理论内涵与诗史意义二 “正变”与许学夷的“正变”之辨三 许学夷“破三关”
和“正变”之辨与诗歌发展观念的初步确立第七章从“感物吟志”说到“情兴”论一 “感物吟志”说
生成的文化语境及其基本内涵二 “情兴论”的诗学蕴涵和理论特征三 “情兴论”在诗歌批评中的意
义四 “情兴论”的发展与诗歌演变第八章许学夷对初唐诗歌中唐诗精神的审视一 初唐诗歌“才力”
与“气象风格”所显示的唐诗格调特征二 初唐五七言律诗的“造诣”与唐诗精神中的“化境”三 初
唐诗歌“气象风格始备”与盛唐之音第九章从“兴趣”到“意兴”：盛唐诗歌向纵深发展的审美方向
一 许学夷论盛唐诗歌的“兴趣”及其基本特征二 许学夷论盛唐诗歌由“主兴不主意”到“意兴极远
”三 从“兴趣”到“意兴”：两种盛唐精神的文学渊源四 许学夷对盛唐“兴趣”诗歌认识的理论局
限性第十章 盛唐诗歌的“入神”与“人圣”一 “入神”与“入圣”的诗学内涵及其在诗歌文本中的
表现特征二 李杜诗歌“变而入神”的主体条件三 李杜诗歌之“变”的表现形式及其诗性特质四 李杜
诗歌“变而入神”的诗体特征五 李杜诗歌“变而入神”的历史和文化语境分析第十一章“诗史”之辨
：“述情切事”与“悉合诗体”一“诗史”之说与诗评的价值取向二 “述情切事”与“诗史”之作的
唐诗精神三 “悉合诗体”与“诗史”之作的唐诗话语特质四 “诗史”之辨的理论与批评意义第十二
章“诗到钱、刘，气骨顿衰”与唐诗在中唐的转折一 “才力既薄”与“风气复散”二 钱、刘诸子“
才力既薄”与中唐面目三 “风气复散”与中唐诗歌“气骨顿衰”四 钱、刘“气骨顿衰”与唐诗“正
变”五“元和其派各出”与唐诗“大变”第十三章许学夷对宋人“以才学为诗”二重性的认识一 诗歌
“源流正变”论与宋诗之“变”二 对“以才学为诗”之“美”的辨析三 对“以才学为诗”之“恶”
的分析四 许学夷论宋诗二重品格的诗学意义主要参考书目和文献目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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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许学夷生平、交游与诗学活动概况　　许学夷，字伯清，又称许山人，明末江阴人。
生于嘉靖四十二年农历七月十四日，卒于崇祯六年正月（1563-1633）。
据晋陵恽应翼所撰《许伯清传》和《江阴志》、《金瓶许氏宗谱》记载，其先世汴梁许堂，曾任宋室
太医院判。
建炎初，随高宗赵构南渡，提升承仕郎，掌太医院事，被赐金瓶贮药。
　　许氏至宋代移居江阴。
许学夷的祖父名璨，字世华，有阴德。
祖父生三子，次子名道，字汝达，是为许学夷之父。
其父以岁荐，授闻喜丞，性廉直，不能顺上旨，于是又迁王官。
此后，归著《纲目绪言》。
许学夷的父亲先是娶了章姓夫人，生许学闵，为诸生，以孝友闻名乡里。
继娶韩姓夫人，生许学夷。
至许学夷的祖父，许家已由世医变为以诗礼传家的文士之家。
　　据乾隆《江阴县志》载，许学夷当为元代江阴著名诗人许恕之后，少时从沈鹅江先生学诗。
沈鹅江“博学宏才，为邑诸生，尝游燕数载而归，海内名士多所结纳”①，具有较为宽阔的视野和胸
怀，它直接影响了许学夷的诗歌创作。
许学夷虽然自幼有高识，但在诗歌创作上天性比较迟钝，总角为诗，必经日乃得。
其言自己作诗“乃破坚磨钝而成”，因此，所作诗歌“必无堕坏”。
直到五十岁以后，诗歌创作才有大进，产生质的飞跃。
作为诗人，许学夷年轻时可能缺少才华，而要到知天命之年才焕发出创作生机，为大器晚成者。
　　从现在所能见到的《许伯清诗稿》看，现存诗歌以古、律为多，古诗学汉、魏、李、杜，而律诗
雅尚初唐和盛唐，间人中晚唐。
虽然与格调论所倡大体一致，但其诗歌技巧几乎集合了以往的所有遗产，融会精纯，其间亦多性情发
舒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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