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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胡绳同志倡导和主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组成编委会，从全国每年毕业并通过答辩的社会科学
博士论文中遴选优秀者纳入《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项
工作已持续了12年。这12年所出版的论文，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科学各学科博士学位论文水平，
较好地实现了本文库编辑出版的初衷。　　编辑出版博士文库，既是培养社会科学各学科学术带头人
的有效举措，又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积累，很有意义。在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之前，我就曾饶有兴趣地看
过文库中的部分论文，到社科院以后，也一直关注和支持文库的出版。新旧世纪之交，原编委会主任
胡绳同志仙逝，社科院希望我主持文库编委会的工作，我同意了。社会科学博士都是青年社会科学研
究人员，青年是国家的未来，青年社科学者是我们社会科学的未来，我们有责任支持他们更快地成长
。　　每一个时代总有属于它们自己的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马克思语）。坚持理论联系
实际，注意研究带全局性的战略问题，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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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 笔法与中国文论》以《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的关系为论题，从历史发生和逻辑分析相结合的视角
，以《春秋》笔法对中国文论的渗透、中国文论对《春秋》笔法的接受为论域，在把握《春秋》笔法
思想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对散见于各种文献典籍中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寻绎出中国文论中较为确
凿的受到《春秋》笔法影响的因素，并进行分析、总结。既着眼于《春秋》笔法的思想内涵，又探析
《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的会通化成，从文化探源中寻求中国文化与文论所赖以形成、发展的基本规
律，并揭示其在现当代文学艺术中的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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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金梅，女，1974年生，湖北黄梅人。2007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艺学专业，获文学博
士学位；2010年从武汉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现任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
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理事，湖北省文艺学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
化与文论，已在《文学遗产》、《社会科学研究》、《思想战线》、《江汉论坛》、《社会科学战线
》等刊物上发表论文近60篇，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近五年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各1项，省教育厅重点项目2项；获湖北省省政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恩施州州政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恩施州“五个一工程”奖提名奖各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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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绪论《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的研究场域
一 《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课题的学理依据
二 《春秋》笔法、中国文论释名
三 近30年国内外《春秋》笔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四 《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课题的入思理路和研究方法
第一章《春秋》笔法作为文化话语
第一节《春秋》笔法作为文化话语的历史渊薮
一 从“百国春秋”到孔子《春秋》
二 孔子《春秋》笔法的基本内涵
第二节 《春秋》笔法作为文化话语的基本内涵（一）：《春秋》书例
一 《左传》：因“本事”昭示《春秋》书例
二 杜预：借《左传》总结“三体五例”
第三节 《春秋》笔法作为文化话语的基本内涵（二）：微言大义
一“借事明义”之“微言”
二 “正名为本”之“大义”
第四节《春秋》笔法作为文化话语的基本内涵（三）：史家笔法
一 史笔：“实录”、曲笔
二 史用：“名教”、褒贬
第五节《春秋》笔法作为文化话语的内在质因
一 “征圣宗经”
二“依经立义”
第二章《春秋>笔法与诗史关系
第一节“《诗》亡然后《春秋》作”何谓
一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何谓
二 “《诗》亡然后《春秋》作”何谓
三 “《诗》亡然后《春秋》作”的象征意义
第二节“史蕴诗心”
一 “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
二 “作史贵知其意”
第三节“属辞比事”：诗史《春秋》笔
一 “属辞比事，《春秋》教也”何谓
二 “属辞比事”：中国文章学创作方法论
三 “诗史《春秋》笔”：以杜甫为例
第三章“《春秋》无达辞”与中国阐释学
第一节“《春秋》无达辞”何谓
一有“常辞”无“通辞”
二“微言”、“微辞”
三 “微旨”、“大义”
第二节“《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
一 “《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的历史语境
二 “《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的阐释实践
三 “《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的理论意义
第三节“《春秋》无达辞”与“《诗》无达诂”
一 “断章取义”：“《春秋》无通义”与“《诗》无达诂”
二 “从变从义”：“微言大义”与“定向阐释”
三 释义方式：“察外见内”与“以意逆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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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从“《诗》无达诂”到“诗无达诂”
一 从“《诗》无达诂”到“诗无达诂”的历史流变
二 “诗无达诂”的理论内涵（上）：“从变”
三 “诗无达诂”的理论内涵（下）：“从义”
四 “诗无达诂”与西方阐释学
第四章“《春秋》五例”与中国文论话语
第一节“《春秋》五例”与“赋比兴”
一赋：“尽而不汗”
二 比兴：“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
第二节 “尚简用晦”与简约含蓄
一 “简言以达旨”
二 “隐义以藏用”
第三节“《春秋》五例”与评论话语
一 “微而显”作为诗评话语
二 “婉而成章”作为诗评话语
三 “《春秋》五例”作为诗评话语
第四节“惩恶而劝善”与中国文学伦理化
一诗：“主文而谲谏”
二赋：“劝百而讽一”
三 戏曲小说伦理论
第五章《春秋》笔法与中国文学批评
第一节《春秋》笔法与小说评点
一 直接以《春秋》笔法相比况
二 “章法句法本诸盲左腐迁”
三 曲笔褒贬与史家笔法之融通
第二节《春秋》笔法与索隐批评
一 从索隐到索隐派
二 索隐方法与《春秋》笔法之融通
第三节“《春秋》义法”与“义法批评”
一 从“《春秋》义法”到“古文义法”
二“义法批评”
三 “义法批评”与“《春秋》义法”之融通
四 余论
第六章《春秋》笔法的现代意义
第一节《春秋》笔法与文学精神
一 直接借用
二 间接活用
第二节《春秋》笔法与新闻精神
一 客观报导
二 新闻写作
第三节《春秋》笔法与人文精神
一 政治斗争
二广告策划
三 日常生活
结语《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的会通化成
一 《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相互吸纳和中国文论的宗经意识
二《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彼此融汇和中国文论的诗史精神
三 《春秋》无达辞与阐释学交互影响和中国文论的诠释方式
四 《春秋》五例与文论话语交相渗透和中国文论的价值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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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春秋》笔法与文学批评双向会通和中国文论的
批评模式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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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章氏先指出所谓“名”乃是“实之宾”，即“实至名归，自然之理”。接着叙述君子对于
“名”和“实”的态度是“当务”，即“顺自然之理，不求必然之事”，既有别于“好名者”，“徇
名而忘实”的不良倾向，也不同于“有识者”，“后名而先实”的刻意追求。最后说明“义本无名，
因欲不知义者由于义，故曰名义。教本无名，因欲不知教者率其教，故日名教”。也就是说，“名义
”与“名教”是由于“不知”才出现的。如《文史通义—史释》云：“道不可以空铨，文不可以空著
。三代以前未尝以道名教，而道无不存者，无空理也。三代以前未尝以文为著作，而文为后世不可及
者，无空言也。盖自官师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门之著述，于是文章学问，乃与官司掌故为分途，而
立教者可得离法而言道体矣。《易》日：‘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学者崇奉六经，以谓圣人立言以
垂教，不知三代盛时，各守专官之掌故，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章也。”②即三代以前，既无“名教”
，也无“文章”。三代之后，“文章学问”与“官司掌故”分途，“立教者可得离法而言道体”，故
圣人“立言以垂教”。由此，“名义”、“名教”就产生了。下面我们暂以司马迁《史记》为例，看
章氏是如何以“名教”的标准去评判以往史书的。 在《史德》篇中，章学诚用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来
“证明”《史记》符合“名教”。其理由有四：第一，《史记》一百三十篇，《报任安书》所谓“究
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太史公自序》所谓“绍名世，正《易传》，本《诗》、《
书》、《礼》、《乐》之际”，是其撰述的本旨。第二，司马迁所云“发愤著书”，“不过叙述穷愁
，而假以为辞耳”。而“后人泥于发愤之说，遂谓百三十篇，皆为怨诽所激发，王允亦斥其言为谤书
。于是后世论文，以史迁为讥谤之能事，以微文为史职之大权，或从羡慕而仿效为之”，实在是“以
乱臣贼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笔削，不亦悖乎！”何况“《封禅》之惑于鬼神，《平准》之算
及商贩”，这原本就是“孝武之秕政”。而“相如之文，桓宽之论，何尝待史迁而后著哉？”即早在
司马迁撰《史记》之前，司马相如、桓宽就有“发愤”之作，而《封禅》、《平准》属实情，非“发
愤”。第三，《游侠》、《货殖》诸篇，“不能无所感慨”，不过是“贤者好奇，亦洵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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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笔法与中国文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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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错not bad
2、这绝对是一本好书！值得一看，尤其报考川大的同学
3、《毛泽东诗词英译比较研究（社科博士文库）>>,是一本综合资料，它将各种毛诗英译进行对比参
照，很有专业性。难得的一本好书！
4、很全面而且易读。对研究毛诗英译很有帮助
5、经典就是经典，值得好好学习！
6、翻译家的博士论文，做的还是不错的。
7、不是想象中的。里面多介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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