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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动与辉光》

内容概要

《律动与辉光:中国古代文学结构生成背景与个案研究》中中国古代文学建构于诗史之间，因为创造和
建构了中国古代文学及其体系、格局与艺术结构的审美主体，始终徘徊于诗史之间。这里所谓的“史
”，是叙事的，更是史官的，经典的，儒家的，庙堂的，而“诗”则既异于，又源于和本于“史”。
关于我国古代文学艺术结构及模式的探讨，离不开对文学家的心性人格的把握，离不开对文化发展的
历史背景及其体系模式的追溯和宏观考察，也离不开对于文学抒情、叙事等不同种类和体裁之间的相
互影响的分析。
文学结构既然是作者心灵艺术化的显现形式，那么，知人论世，把握作为创作主体的文士的心性人格
模式，不仅是文学结构论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对于文学结构与模式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古代人将诗人、作家统称为文士，最早的文士大约是史官。商代以前的史官担当沟通天地人神的使命
，参与祭祝、卜筮等宗教活动，周代以后，史官的职责转而为记载国君的言行。班固《汉书·艺文志
》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
》，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①“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说法，史书（如《隋书·经籍志
》）上和典籍（如《礼记·玉藻》）中多有记载，《史通·史官建置》亦有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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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敏强，1958年3月生，浙江桐乡人。1982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学位。同年考入本校
，师从蒋祖恰先生攻读文学批评史硕士学位，1984年毕业留校。现为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诗
艺与诗心》、《诗史之间》、《闲情偶寄》（全注本），主编《多维视野中的百部经典——中国古代
文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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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动与辉光》

书籍目录

上编第一章 中国古代文士的文化心理结构第一节 “内圣外王”与“并庄屈以为心一　“内圣外王”
与士人心性人格二　庄子与屈原三　“并庄屈以为心第二节 儒道互补与士人心性结构模式一　儒道互
补及其历史必然性二　儒家经学话语霸权的确立三　建构与解构第二章 中国古代文学结构的文化背景
第一节 南北融合与魏晋南朝文学的发展趋向一　文学观念的进化二　复古与新变三　通变思想与南北
融合第二节 由“经”“史”复归于“诗”的汉唐诗学形象论一　汉儒的“比兴”说二　南朝论家对“
比兴”说的发展三　唐人“兴象”说及其意义第三章 诗美理想和结构理念第一节 庄子关于古典审美
理想的经典表述一　“韵”的流转和运行二　“韵”的光辉与光明三　诗的宇宙与诗意的人生第二节 
“力”的文学与“风骨”理论一　“三曹”“七子”与文学转捩二　“力”的文学与文学之力三　“
风骨”理论与文学趋向第四章 诗歌音韵与结构模式第一节 先秦哲学与四声二元声韵论一　“两仪”
、“四象”、“八卦”与四声二元论及“八病”之说二　“和合”思想与“和韵”之说三　过犹不及
的“八病”之说第二节 先秦乐论、吟诵传统与四声二元声韵论一　基本术语和原理的相通二　在诗文
吟诵中把握声气音节三　几点思考和结论下编第五章 小说的诗化与叙事结构第一节 庄子的以文为戏
和诗人小说一　以文为史与以文为戏二　抒情性想象与叙事性想象三　诗入小说与小说的诗化第二节 
“新话”系列的诗人传奇与结构得失一　“新话”代表作的情感特征二　诗入传奇三　诗入传奇的得
与失第六章 时间、空间与诗性结构第一节 陶谢审美心理及其山水田园诗结构一　山水画面与空间格
局二　诗人心性与诗境结构三　审美兴趣与结构特征第二节 诗人的登临情结与时空结构一　时间与空
间的完美组合二　仰观俯察与抚今追昔的结构模式三　山水诗画与园林艺术的互通第七章 《桃花扇》
与《红楼梦》中心意象结构法(上)第一节 《桃花扇》中心意象结构法一　中心意象结构法及其文化背
景二　桃花扇意象的审美意蕴三　桃花扇意象的结构功能第二节 《红楼梦》中心意象结构法一　石头
意象的审美意蕴二　石头意象的叙事功能三　石头意象的结构功能第八章 《桃花扇》与《红楼梦》中
心意象结构法(下)第一节 中心意象结构法溯源一　抒情传统二　叙事方式三　“诗眼”诸说第二节 中
心意象结构法叙事方式与功能的特殊性一　中心意象的特殊性二　中心意象叙事与结构功能的特殊性
三　中心意象结构法的美学意义第九章 对我国叙事文学“大团圆”格局的思考第一节 “大团圆”一
个艺术怪圈一　《赵氏孤儿》与“大团圆二　“大团圆”现象与社会心理三　“大团圆”模式的文化
背景第二节 走出“大团圆一　关于《原野》与《赵氏孤儿》的比较二　关于《原野》与《麦克白斯》
的比较三　走出“大团圆附录一 庄子二题附录二 《红楼梦》石头意象与黛玉形象论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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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动与辉光》

章节摘录

　　这一切都是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文学的“自觉”大大推动了文学的发展。以诗歌为例：先
秦两汉时，如《诗经》、汉乐府诗、《古诗十九首》中绝大多数篇什都人世难详。建安前后，这种情
况就少多了，因为着意为诗，以求留名的多了，而社会对文学的普遍重视，也使其诗其名较易得到流
传。魏晋而后，诗人诗作数量之多代逾一代，文集的编纂也越来越得到重视。与此同时，文论也产生
了长足的发展，文学批评成为时人书信往来讨论的重要内容，开始出现文论专篇乃至专著。人们对文
学规律、表现内容、语言形式等诸方面进行了建设性的探索，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以文学的这一“
自觉”为契机，我国文学进入了新的时代。　　但另一方面，随着文学渐成为专门的事业，文学的别
为一科，也使作品中的文士气越来越浓，崇尚文华蔚成风气。晋室南渡，士族大多迁居于山清水秀的
江南富庶名胜之地，随着时代生活与士风的变化，汉代诗文那种厚重沉健的雄风、自然朴茂的情韵已
然消失，建安文学中那种充溢着对民间疾苦的同情与体验、弥漫着沉重的时代感和苍凉的悲剧感的作
品也渐乏嗣响，代之以绚丽整练的风格和文士气。“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自觉”意识，既推动了
文学的繁荣发展，促进了文学内容领域的拓展和表现形式的完善与创新，也影响了一些文士为文造情
、刻意追求形式技巧的风气，因此，当时文学这样的“自觉”意识实在是我国古代文学转捩的一个关
键。沈德潜所谓：“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正揭示了两代文学家之间风格的微妙
变化。　　处在特定转折时期的建安文学，一方面受文学“自觉”的正面影响，文士们注重文学创作
，大胆抒发情志，对艺术表现形式的把握也超越前人，另一方面，刚刚“自觉”的文学还未受到负面
的影响，很少有像南朝一些文士那样专事雕琢、为文造情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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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动与辉光》

精彩短评

1、　　参见：
　　http://www.club.zj.com/429425/viewspace-899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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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参见：http://www.club.zj.com/429425/viewspace-89913.html

Page 7



《律动与辉光》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