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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学术（第1辑）》

内容概要

《长安学术(第1辑)》讲述了：长安，闻名遐迩的长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
最多、历时最久的古都，也是中华古典文明和传统文化起源、荟萃、发展、兴盛并且辐射九州的圣地
。优越的地理位置，古朴的民风民俗，深厚的人文积淀，雄壮的历史风云，孕育和造就了辉煌灿烂、
气象万千的长安文化。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长河中，长安文化作为其本源，谱写了五音繁会、响遏
行云的华彩乐章，留下了光耀千秋、彪炳万世的丰富遗产，炎黄精神、周秦文明、汉唐雄风，已成为
每个炎黄子孙萦绕心头的人文情结，也永远是整个中华民族魂牵神往的精神家园。作为一个时空意义
与文化意义上的特殊存在，长安一带既是圣贤辈出、俊豪云蒸的所在，“周以龙兴，秦以虎视”，又
曾是名流会聚、才士唱和的舞台，金声玉振，群星璀璨，是那个时代无可替代的文化中心和学术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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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发刊词
[长安文化纵横谈]
刘生良：长安文化和早期长安文化刍论
魏景波：关于长安文化的初步思考
肖云儒：长安文化与长安学
朱利民：长安·长安文化·长安学
李小成：长安学榷议
田文棠：彰显多元文化魅力的“长安学”建构刍议
杨恩成：关于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的几点断想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
赵逵夫：先周历史与《牛郎织女》传说的起源
韩高年：汉代长安地区自然环境与生态变迁对汉赋创作的影响
王长顺：由京都赋“长安事象”叙事的变化看赋风之嬗变
欧明俊陈垄：长安——唐代诗人的“精神家园
钟书林：东汉长安作家考略
王作良：长安昆明池的功用及其文化与文学影响
汪聚应：唐代长安与游侠
杜道明：长安城的建筑风格与唐诗意境的雄浑阔大
康震：文化地理视野中的诗美境界
——唐长安城建筑与唐诗的审美文化内涵
王志清：长安文化的精髓与王维诗歌的经典性
沈文凡孟祥娟：杜甫长安困守时期的赋作论略
石麟：唐代京师文化一瞥
——科举、妓女、坊里与传奇小说生成之关系
王国健：唐人小说与长安社会风情
伏漫戈：明代白话短篇小说所展现的陕西
赵学勇王贵禄：长安文化与当代秦地作家
[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
马世年：祝、史“垂戒之辞”与连珠体的起源
伏俊琏张艳芳：谈《离骚》受祝辞的影响
[长安古典文献学研究]
罗国威：敦煌本伯二五二八唐钞《西京赋》残卷籀读札记
刘宁：论《西京杂记》的文学史料价值
踪凡：司马相如集版本叙录
姚军：商务本《全汉文·别录七略》佚文整理之探考
贾三强：清雍正《陕西通志·经籍志》著录宋人文集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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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康震《文化地理视野中的诗美境界——唐长安城建筑与唐诗的审美文化内涵》一文认为，精确的
历史、地理学概念往往难以表达人们对帝都的细微情感体验，更难以替代诗歌艺术在情感深处引发的
历史共鸣。这种共鸣也许无法再现历史细节，却足以激发人们对帝都与帝王气象的历史情怀。在唐诗
的召唤下，人们更容易将长安雄浑的地貌、雄伟的建筑、深邃的历史与自己的人生、情感、命运联系
在一起。“在诗人的抒情歌咏中，长安城的历史传统被赋予浓厚的审美意味，宏伟坚实的建筑在诗美
的创造中展现丰厚的人文内涵，这就是唐诗吟咏长安城的美学意义。”①的确，无论是对富丽堂皇的
皇城宫殿、英明君主的热情歌颂，还是对国都的熙乐繁华、风花雪月的强烈向往，或是仕途不得意的
徘徊苦闷以及面对国破家亡的哀痛惋惜及深沉的反思，都反映了唐代诗人对长安丰富的精神寄托。即
使看似纯然写景之作，亦含蓄地表达出诗人的微妙情绪。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云：“总为浮云能蔽
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全唐诗》卷一八o）此处“长安”代指君主，是被抽除地理意义的长安
，即《唐宋诗醇》所云：“寓目山河，别有怀抱，其言皆从心而发，即景而成。”②贾岛《忆江上吴
处士》云：“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全唐诗》卷五七二）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评日
：“置之盛唐，不复可别。”③可见虽写景物，亦有“气象”之别。　　相对于初盛唐诗歌，中晚唐
诗中的长安有着更为丰富的文化意象。例如上文提到的，作为“安史之乱”直接或问接历史见证者的
杜甫、韦庄等人的诗作中，往往充满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化意象：太平、繁盛时期的长安与动乱、衰
败时期的长安。如杜甫《忆昔二首》以“忆昔先皇巡朔方，千乘万骑入咸阳”入题，直斥当下，第二
章却荡开一笔，追忆“开元全盛日”民富国强、繁荣蓬勃的长安。（《全唐诗》卷二二o）前后期文
化意象间的落差愈大，岁月沧桑的感慨也就愈深，给予人们心灵上的刺激也就愈强烈。清仇兆鳌《杜
诗详注》云：“此章于理乱兴亡之故，反复痛陈，盖极望代宗拨乱反治，复见开明之盛焉。”④诗人
吟诗怀古，俯仰兴废，为逝去的家园感到无限惋惜，并进行深沉的思索，总结历史经验，为的是有朝
一日能再见昔日繁盛的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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