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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考书目 三四九  

后记 三六三  

王维诗研究，柳晟俊，黎明文化事业公，1987年 

王维新论，陈铁民，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9月北京第一版，首都师大出版社，1992年1月第二次印刷。26万字。获

1990年北京版优秀图书文艺类一等奖（北京市委宣传部，1991年）；全国首届高校出版社优秀学术专著优秀奖（国

家教委，1992年）  

序 陈贻焮  

1.       王维年谱 一  

2.       王维生平五事考辨 三八  

3.       王维生年新探 五七，曾收入《唐代文学研究》第一辑，陜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194-210页  

4.       从王维的交游看他的志趣和政治态度 七二  

5.       王维与僧人的交往 一○九  

6.       谈王维的隐逸 一二四  

7.       论王维的佛学信仰 一三五  

8.       「三教」融合和王维的思想 一五三  



9.       关于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禅意和思想价值 一七三  

10.    善于写情的诗人王维 一九三  

11.    王维诗歌的多样风格 二二六  

12.    王维和盛唐山水田园诗派 二四一  

13.    王维诗真伪考 二五九  

附录  

14.    关于孟浩然生平事迹的几个问题 二七三  

15.    储光羲生平事迹考辨 二八三  

后记 三○七  

王维诗比较研究，〔韩〕柳晟俊，京华出版社，1999年4月 

王维纵横论，王志清，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 

索引 

全唐诗索引·王维卷，陈抗、林沧、王红、任红编著，中华书局，1992.10，  

学位论文 

论王、孟诗风，李许群，珠海大学中文研究所硕士论文，1975年     

王维研究－－宗教、艺术与自然之融合，金亿洙，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硕士论文，1984年     

王维研究，释修智，能仁书院中文研究所硕士论文，1985年   

王维诗歌的抒情艺术研究，朱我芯，东海大学中文研究所硕士论文，1987年，李立信教授指导  

关键词：王维WangWei、抒情Lyrics、艺术技巧Artingenuity、田园诗Field po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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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李馆陶、郑广文、元鲁山、萧功曹、张长史、独孤常州、杜工部、崔比部、梁补阙、韦苏州、戴容州。

二人连研者：岐薛、姚宋（原注：亦曰苏宋）、燕许（原注：大手笔）、元王（原注：秉权）、常杨（原

注：制诰）、萧李（原注：文章）。又有罗钤、吉网（原注：酷吏罗希奭、吉温）、员推、韦状（原注：能

吏员结、韦元甫）。又有四夔、四凶。（世界书局《唐国史补》卷下页五三Ｎ○．234叙著名诸公）  

王维禅诗研究，杜昭萤，辅大中文所硕士论文，叶庆炳教授指导，1993年  

目录  

绪论  

壹﹑研究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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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研究步骤及方法  

第一章 禅宗要论  

 第一节 禅之意义  

 第二节 禅宗简史  

 第三节 慧能之中心思想概要  

  一﹑以自性为本  

  二﹑以顿悟为法  

  三﹑以梵我合一为世界观  

第二章 诗与禅的融合－－禅诗产生的经过  

 第一节 诗与禅的异趣  

 第二节 诗禅融合的背景  

  一﹑思想文化上－－儒禅互补  

  二﹑社会现象上－－禅僧与文人合流  

 第三节 诗禅融合的经过  

  一﹑禅僧以诗寓禅  

  二﹑诗人以禅入诗  

第三章 王维的习禅缘起与习禅生涯  

 第一节 王维的习禅缘起  

  一﹑母亲的影响－－启蒙期  

  二﹑个人际遇的影响  

   （一）婚姻上的挫折（丧妻之痛）－－入门期  

   （二）政治上的挫折（安史之乱）－－见悟期  

 第二节 王维的习禅生涯  

  一﹑与禅师交游往来  

  二﹑与禅友切磋唱和  

第四章 王维禅诗的分类与分期  



 第一节 王维禅诗的内容与分类  

  一﹑王维禅师的内容分析  

   （一）禅迹  

   （二）禅理  

   （三）禅趣  

  二﹑王维禅诗的分类  

   （一）单一内容禅诗  

   （二）复合内容禅诗  

 第二节 王维禅诗的分期  

  一﹑酝酿期  

  二﹑成长期  

  三﹑圆融期  

第五章 王维禅诗的艺术技巧  

 第一节 禅典禅语的使用  

 第二节 主客合一的手法  

  一﹑去除自我的介入  

  二﹑不用隐喻及象征  

  三﹑使用始原语  

 第三节 时空交融的手法  

  一﹑以连续空间吸收时间  

  二﹑以跳动空间吸收时间  

 第四节 禅宗辩证哲学的运用  

结论  

 壹﹑回顾  

 贰﹑前瞻  

参考书目 

王维诗中的画境研究 简静惠 《传习》第十一期，国立台北师范学院，1993年6月，139-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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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王维诗歌的表情方式，文达三，羊春秋，湘潭大学，1984年 

王维诗新探，史双元，孙望，南京师范大学，1986年 

试论王维的山水诗，王连生，辽宁大学，1987年 

论王维山水田园诗中的“禅境”与?，毕宝魁，孟庆文，辽宁大学，1987年 

王维孟浩然研究，朱新法，郭?，南京大学，1988年 

王维及其山水诗，孙海鹏，南开大学，1989年 

芭蕉的俳句与王维诗的比较，刘锦明，赵?，吉林大学，1989年 

论孟浩然山水田园诗的审美情境：兼     ，彭米卉，羊春秋，湘潭大学，1989年 

王维与杜甫山水诗之比较，姜钦云，陶?，江西师范大学，1990年 

试论王维山水诗的内在音乐美，匡少家，高?，陕西师范大学，1992年 

王维山水田园诗的悲剧意蕴，潘晓彦，李晖，哈尔滨师范大，1993年 

唐代山水田园诗与王维，高人雄，林?，兰州大学，1994年 

王维诗歌悲剧意识辩析，王雪枝，韩?，河北师范大学，1995 

王维及其山水田园诗研究，内田诚一，?，北京师范大学，1999年 

王维佛教信仰与诗歌创作，李京民，谢思炜，北京师范大学，2000年 

王维山水田园诗与松尾芭蕉俳句的?，谷口香代，?，南开大学，2001年 

中南大学文学院 

中南大学文学院座落在古城长沙

美丽的岳麓山下、湘江之滨，在

原中文系的基础上于200 

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介绍 

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创

建于1956年，已有50余年办学历

史。现任院长谢建忠 

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 

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于2003年9

月设立，其前身为1977年秋建立

的安庆师范学院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