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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書係作者自 1981年以來 30年間所撰中國古典文論方面研究論文的合集。 除對中國古代

「詩言志」說歷史成因的探討，以及介紹、評論俄羅斯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的論文之外，主要集中

在對中國古代文學批評黃金時代魏晉南朝文論經典，如曹丕《典論‧論文》、陸機《文賦》、劉

勰《文心雕龍》的研究。作者本著訓詁、考據與現代闡釋相結合的原則，立足於中國歷史文化

的實際語境，在確切解讀和深刻把握中國古代文論原著思想內涵的基礎上，合理抽繹出其中具

有中國特色和現代意義的理論命題，並對它們在當代有中國特色文藝理論建設中的現實價值，

作了一定程度的探索。文集中多數文章均曾在國內外學術刊物上公開發表，或在國際學術討論

會上宣讀。有些文章受到過學術獎勵和學界好評。其中對中國古代文論一系列經典概念或命題，

諸如「文之為德」、「神思」、「杼軸獻功」、「風骨」、「氣」、「通變」、「情采」、「入興貴閑」等等，

做了比較翔實的考證和梳理，提出了有一定獨創性的個人見解。文集所收文章大多選題貼近當

代實際，行文深入淺出，雖內容古奧但讀來並不乏味，可供有志於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的學子及

社會上中國傳統學術的愛好者閱讀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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