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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词审美文化阐释》

前言

　　汉人重礼，将《三百篇》归于美刺，又视之为政治、道德教科书；宋人重理，留意心性修养，判
《诗经》的爱情之作为淫诗。唐代异于汉、宋而重情，杨慎《升庵诗话》日：“唐入主情，去《三百
篇》近；宋入主理，去《三百篇》却远。”虽历代有诗宗唐宋之别，延续至今，然而若以感情为诗歌
的第一要素相衡，似乎唐诗还应在宋诗之上。唐代不仅诗人辈出，众星闪耀，还是曲子词的肇始时代
，李白所作被视作百代词曲之祖。唐诗虽有“四唐”之说，但晚唐诗已无复盛唐气象，文体嬗递之迹
遂见之于词。陆游读《花间集》曾有两跋，其一说：“《花间集》皆唐末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
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或者亦出于无聊故耶？”其二说：“唐自大中
后，诗家日趣浅薄。其间杰出者，亦不复有前辈闳妙浑厚之作，久而自厌，然梏于俗尚，不能拔出。
会有倚声作词者，本欲酒间易晓，颇摆落故态，适与六朝跌宕意气差近，此集所载是也。故历唐季五
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盖天宝以后，诗人常恨文不迨，大中以后，诗衰而倚声作。使诸
人以其所长格力施于所短，则后世孰得而议？”（《渭南文集》卷三十）这显然不同的两则跋语，正
反映出宋人文学观的矛盾。自宋初起，士大夫就反思晚唐五代乱世之成，以及士人的社会责任，对进
士的轻薄无行、不讲大节颇多谴责，汲取教训而内外兼修，不以文辞美妙为第一追求。陆游为爱国志
士，对唐末五代的“天下岌岌”而“士大夫乃流宕如此”感触很深，故有所叹。然而，从文学的发展
与新变而言，陆游又对诗衰而倚声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因为“简古可爱”之词正是美听的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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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唐宋词审美文化阐释》主要内容：唐宋词的发展流程由小而大：由晚唐西蜀的艳情之作，而至李煜
、冯延巳“士大夫之词”的堂庑渐开。是一大；柳永由小令而大量创作慢词，由抒情而叙事，由院落
笙歌而市井、羁旅，是二大；苏轼以诗为词，开拓题材、提高意格、提升词境，融理趣而人，是三大
；辛弃疾以文为词，驱遣古人、使事用典、敛雄心豪气而成温婉悲凉，是四大。伴随着这些由小而大
的变化．亦有破体与遵体、越律与守律的纠缠。但唐宋词始终未曾背离美文与美听的原则。未离异其
起始之时所奠定的“缘情”传统，未丢弃其“体物”之长。唐宋词一直为人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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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进而，音乐固有的艺术特征成为唐人主动接纳外来文化的一个适宜形式。音乐是一种心情艺术、
感觉艺术，声响形式与内在生活达到空前的统一，通过听觉直接作用于心灵，产生审美效果。音乐无
疆界，它消解了其他艺术样式因媒介而带来的隔阂，故有“异音而同乐”的欣赏规律，易于形成上下
互动的传播效果。王易云：“及玄宗而制作烂然，超绝前代，既长文学，复擅音声⋯⋯由是上好下甚
，声乐之教几遍天下。士大夫揣摩风气，竞发新声，乐府词章独越前代。词体之成，亦于是托始焉。
”⑧当然，从音乐繁盛到歌词繁盛需要一个过程，这不仅是乐、曲、词三者有迭兴渐进之序，而且与
唐代文人的习诗习惯及审美兴趣有直接关系。燕乐盛行，杂曲子增多，只是当时“特是文人自作不可
歌之新兴近体诗，而不屑牵就胡夷里巷之杂曲，遂致不能继续发展”，个别诗人“偶一染指，无意专
攻”，“必待历时既久，诗篇衰微，一时才士心厌力疲，无径可辟，乃不得不重依旧曲，另铸新词。
于是温庭筠以诗人而为词人，依调填词”⑨。此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过于突出文人填词的被迫性
，而忽视他们的主动性。无论早期诗人偶一染指还是晚唐词人有意专攻，直至五代“尤家户工习以尽
其变”⑩，及“吾宋之兴，宗工巨儒，文力妙天下者，犹祖其遗风，荡而不知所止。脱于茫端，而四
方传唱，敏若风雨，人人歆艳咀味，尊于朋游尊俎之间，以是为相乐也”（鲴阳居士《复雅歌词序》
），文人填词的一个根本动力是取悦燕乐及宋代新声的声调体式之美。音乐是歌词诞生的刺激物，文
人填词感受到的是“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的艺术精神。刘禹锡“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
扬之”，就是有感于群众联歌《竹枝》“虽伧伫不可分，而含思宛转”的美。唐宋人的竞唱风气，不
仅出现在乐工及歌者之间，而且也出现在诗人之中，能人乐可歌是诗人们引为自豪的诗歌艺术标准。
　　由此，歌舞题材是词体艺术氛围的直接反映，词中描绘音乐境界及歌词表演是极为自然的事情。
此种创作真实地记载了唐宋人对音乐歌舞艺术的直觉感悟与心灵震撼，以及由此而呈现的音乐艺术的
时代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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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　　人文社科类优秀原创图书　　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是
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是在海内外有较大影响的学术研究机构。　　研究中心的成果先
后荣获国家图书奖一项、省部级科研奖20余项，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0项，省部级以上项目20余项
，出版学术著作50余种。研究中心现有一个博士后流动站，一个二级学科博士点和四个硕士点，下设
五个研究室，一个资料室（有中国诗学方面的纸质图书10余万册）。研究中心创办学术年刊《中国诗
学研究》研究中心网站为中国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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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专题分得还蛮细致的
2、还不错吧。作者文艺学功底较好，对词的阐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3、还行吧，可以读读，正在看！！
4、美学理论的知识较为扎实，这是从事古代文学所欠缺的。功底不够扎实，揣测得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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