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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文评”到“文艺学”》

作者简介

杜书瀛，男，汉族，1938年7月生，山东省宁津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
授，享受国务院津贴，199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为博士生导师；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代表
作：《文学原理——创作论》(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上海文艺出版社)，
《价值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李渔美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闲情偶寄》
注评(中华书局)，《李渔传》(作家出版社)，翻译普罗普著《滑稽与笑的问题》(辽宁教育出版社)，散
文《忘不了的那些人和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说文解艺》(文化艺术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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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从中外古今的大视野看中国文论
前言
第一编“诗文评”论
第一章论“诗文评”及中西诗学文论的根本差别
第一节“诗文评”由来
第二节“诗文评”作为中国古代评文说诗的特殊学问
第三节中国“诗文评”不是西方“文学批评”：二者似是而非
第四节略窥“诗文评”之民族徽章和印记
第五节透过“诗文评”的外在风貌往里瞧，还能窥见什么
思考题
第二编“诗文评”史论
第二章中华审美文化和审美心理结构之雏形
第一节早期中华审美文化掠影
第二节抒情传统
第三节质朴而隽永的审美风格
第四节温柔中和的审美心态
第五节美善合一的审美趋向
第六节“赋比兴”的审美旨趣
思考题
第三章周秦两汉：“诗文评”之孕育
第一节散见于各类著作中的片言只语
第二节萌芽期的“三个代表”
《尚书》之“诗言志”：“开山纲领”
孔子诗论：儒家诗学元点
“季札观乐”：开多派诗评之先河
第三节“爱”与“恨”和“贬”的尖锐对立——儒、墨、法、道对“诗”的不同态度
儒家爱“诗”
墨家法家“恨”诗
老庄“贬”诗
第四节娘胎里定尊位——汉代独尊儒术与主流诗学文论思想的确立
由“独尊”现象引发的思考
“独尊”的形成和根据
汉代儒家诗学文论渐成主流
思考题
第四章魏晋南北朝：“诗文评”学科之辉煌登场——中国古代诗学文论学科的诞生
第一节“诗文评”学科诞生的标志
独立的论著和专门的论家
独立的对象和特定的内容
特定的范畴、术语和语码系统
足够量的实践和成果
第二节审美的自觉和“文的自觉”
维持“诗文评”生命存活的空气和水
魏晋：审美自觉和“文的自觉”时代到来了
“文的自觉”——对诗文认识发生质的变化
第三节“诗文评”学科诞生和繁荣的特殊历史机缘
社会动荡而精神宽松
玄学兴盛及精神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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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文评”到“文艺学”》

佛学东来的催生作用
第四节伟大的形式运动
形式问题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核心问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普遍的形式自觉
“四声”的发现
伟大的形式运动
思考题
第五章唐宋金元：并非“衰落”，而是“隆起”
第一节从“唐宋变革”论说起
“唐宋变革”论
概说几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铃木虎雄的论断与史实不符
第二节对偶说之创立及律诗之形成：形式运动的延续
两股强大的传统
“对偶说”的创立以及由此直接促成律诗的形成
律诗与“唯美派”杜甫及其他
第三节“诗有三境”说：“意境”理论的起始
王昌龄的“诗有三境”
意境说的发展
“意境”之我见
第四节诗话时代来了
诗话时代略窥
欧阳修和《六一诗话》
张戒和严羽
第五节评点源始
说“评点”
吕祖谦《古文关键》
吕祖谦之后“评点”的发展
思考题
第六章明清：“集大成”·走向“终结”·酝酿“新生”
第一节明代的贡献
“诗文评”在明代正式得名
鸟瞰全貌
阳明心学和王门后学的巨大作用
第二节清代“诗文评”之“集大成”：略述几个代表
小序
清代诗学一般情况掠影
叶燮
小说评点：金圣叹
曲论：李渔
第三节“地火在运行”
“地”火从“天”来
对于中华帝国，这是些“要命”的观念
在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
学术必然随之变革
思考题
第三编从“诗文评”到“文艺学”之蜕变论
第七章从“诗文评”向“文艺学”的转化
第一节起点：梁启超、王国维和他们的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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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王国维
梁、王的同道
开始发生质的变化
第二节五四时期：雏形
在激烈批判中塑形
“文学概论”
第三节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成型
大批论著标志着现代文艺学基本成型
苏俄和西方论著的译介
需要特别关注的几件事情
第四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定格
“文艺学”术语的出现
理论的“定格”
第五节新时期：突破
突破，或者叫“反叛”
“文学理论”或“文学原理”
第六节转化中的种种问题思考
“混血儿”再思考
学术范型的变换
转化中的“批判继承”和“抽象继承”
站在社会历史文化的维度上看待“文艺学”
启示录
思考题
附录一从石器上看审美的胚芽
附录二面对传统：继承与超越
附录三伟大的学界“革命”家梁启超——漫议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梁启超的巨大贡献（在中山大学的
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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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从“诗文评”到“文艺学”，杜老先生的梳理很清晰。深入浅出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周秦汉的孕
育、魏晋南北朝的登场、唐宋金元的隆起、明清的集大成（既是终结亦是新生）犹如架桥时打下的木
桩，这种侧重于史脉勾勒而非知识陈列的模式，为新学者提供了游览路线，并召唤着他们根据个人阅
读史来进一步补充与完善。所以“别样解读”的魅力是由博返约的导游，亦是引人入胜的邀约——点
到为止后的“未定点”，召唤着读者通过本书以外的阅读自行填补。在注释中录入多封书信，旨在呈
现文字背后的思路，亦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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