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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第五期目录及提要

《文心雕龙》的艺术标准                         王运熙（5·4） 

内容提要 《文心雕龙》一书的艺术标准，就其大者而言，约有三点。一、执正驭奇。就是以

儒家经典的雅正文风为基干，驾驭、运用楚辞以来奇变艳丽的文采。逐奇失正的文风，主要来

自楚辞、汉赋和刘宋的山水文学，其艺术特点是文辞淫丽，追求夸张的描写与颠倒字句。为了

纠正失正之病，必须宗法经书。在艺术上取法其风清、体约、文丽等优点，同时也酌情吸取楚

辞以后作品的奇辞异采。二、文质彬彬。文质指文华与质朴，在文论中是指文章的风貌以及作

家的总体风貌特征。刘勰认为文章应如经书那样，有文有质，文质彬彬。他对注意吸取经书营

养的东汉文章，评价很高。三、遵循各体文章的基本规格。各种体裁文章，各有其正常的体制

规格，必须遵守。对某些违反常规的作品和议论，刘勰举例加以批评。关键词 正奇 质文 纲

领之要 

佛教对中古文人思想观念的影响                    普 慧（5·10） 

内容提要 佛教自两汉之际输入中原后，即对中国中古文人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

时空观、人生观、死亡观方面给中古文人以全新的观念、思想和境界，促进了中古文人对人生

价值的反思和探求，同时拓展了文学创作的思维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原有文学发展

的方向。 

关键词 佛教  中古文人 时空观 人生观 死亡观 

“四声之目”的发明时间及创始人再议             高华平（5·20） 

内容提要“四声”的发明，历来颇多争议。但将“四声”的发明归之于齐永明沈约、周顒诸

人，既存在混淆创立四声与使用四声的失误；以佛教之梵呗转读作为四声理论的源头，亦有将

音乐之事与文字声韵之事等同的嫌疑，且不符合史实。从现有文献来看，“四声之目”应始于

刘宋之末，由王斌首创。 

关键词 四声 发明 

李白精神与诗歌艺术的本质特征——天真            张瑞君（5·30） 

内容提要 李白的人格和艺术个性被现代学者用浪漫、豪放、飘逸、自我意识等宋概括。本文

认为“天真”更能准确揭示李白精神与诗歌艺术的本质。李白的天真在思想和行为上的突出表

现是自我仙化、任侠使气、交友真诚、重然诺。他崇尚的政治理想缺乏现实性，显得十分天

真，他的从政行为和政治表现也极天真幼稚。他的文艺观的本质也是天真。他的天真在诗歌创

作中表现为天才、天然率真。 

关键词 李白精神与诗歌艺术  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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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参诗与唐轮台                                 薛天纬（5·38） 

内容提要 轮台有汉轮台、唐轮台之分。汉以后，轮台演化为一个典故，成为西北边地的代

称。唐轮台为庭州属县，设于贞观十四年，距庭州州治四百二十里。但出现在唐人诗文中的轮

台，在许乡情况下，并不指轮台县，而是沿用汉轮台的历史典故，以轮台代称西北边地，或用

轮台指称西州、庭州一带地区；长安二年庭州改置北庭都护府，轮台更明确地成为北庭都护府

辖区的代称。岑参第二次从军西域，在北庭都护、伊西节度使封常清幕中任职期间，写有多首

“轮台诗”，这些诗中称“轮台”，实指北庭都护府驻地，而非轮台县。 

关键词 岑参诗 北庭 轮台 

张祜与元白诗派的离合                           陈才智（5·47） 

内容提要 综合考虑张祜与元稹、白居易的交往，和他个人的诗歌创作，可以看出，他与元白

诗派有离有合。就交往而言，离多于合。就诗歌创作而言，尽管可自成一家，但在浮艳与讽谏

之篇并存、古题乐府和新乐府颇具元白新乐府精神、诗作中不乏浅近流丽的律绝（晚年尤多）

这三点上，与元白诗派的合多于离。 

关键词 张祜 元白诗派 离合 

从明道到载道                                    刘真伦（5·59） 

—一论唐宋文道关系理论的变迁 

内容提要 从现代语言哲学的高度考察有关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韩愈、柳宗元的“明道”追求

二者的统一，而宋人的“载道”则强调其工具性质。“明道”与“载道”在理论形态上表现出

三大差异：韩、柳内圣与外王并重，宋代政治家则以外王消解内圣；韩、柳坚持文道一元，宋

代理学家则分离文道、重道轻文；韩、柳追求超越文道的艺术境界，宋代文学家则将这一超越

异化为形式主义的句法律度。现代学术界往往将“明道”、“载道”混为一谈，很有必要认真

地加以梳理辨析。 

关键词  明道 载道 语言哲学 统一论 工具论 

论北宋后期辞赋的特征                              刘 培（5·71） 

内容提要 北宋后期，文人的济世热情消退，遗世之情转笃，辞赋成为文人们深入探索人生问

题的重要载体。当时的辞赋在平淡之中孕涵着深沉的忧患意识。但有的辞赋创作呈现出歌功颂

德、润色鸿业的趋向，山川赋、都邑赋呈复兴之势。由于读书穷理和通经明古、经世致用观念

的影响，北宋后期赋还凝聚了集大成而求变的创作意识。 

关键词  北宋后期 辞赋 特征 

元代“礼乐户”考                               车文明（5·80） 

内容提要 乐户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一种贱民，专门从事吹弹歌唱以及戏曲：舞蹈等表演，多

来自犯人家属、战争俘虏或贫困卖身之人，无论其身份、社会地位及所从事的职业，在封建社

会里均被认定为轻贱，因而饱受社会的歧视与不公正待遇。这是乐户的一般情况。但是，在元

代，出现了一类不属于贱民的庶民乐户，叫“礼乐户”。他们不仅享受着正常人的权利，可以

应试、做官，甚至还有免去赋役的特权。 

关键词 乐户 戏曲 音乐 



王士禛扬州词事与清初词坛风会                    张宏生（5·87） 

内容提要 王士禛在扬州展开的词学活动，继承了他在济南以秋柳相唱和的策略，求得前辈揄

扬，成为词坛中心，评点时流，建立经典，体现了鲜明的群体意识和领袖意识。他的词学思想

中，更多继承了明代尊崇《花间》、《草堂》的传统，而和朱彝尊有很大区别。但这种词学资

源本身也有豪放的路数，因此对后来阳羡词派是一个启发。 

关键词 秋柳 红桥 群体 选政 浙西 阳羡 

古代小说中的民间宗教及其认识价值             孙逊 周君文（5·99） 

——以白莲教、八卦教为主要考察对象 

内容提要 本文以白莲教、八卦教为主要对象，对中国古代小说与民间宗教的关系做了初步考

察，兼论民间宗教传播过程中的某些特征，以期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关注。 

关键词 古代小说 民间宗教 

清末明初日本的中国戏曲爱好者                       么书仪（5·114） 

内容提要 中国戏曲史研究是20世纪兴起的新学科，而按照现代学术轨范建立起这一学科，不

能不注意到具有开山之功的日本人辻听花的剧评、波多野乾一的戏曲史著作，以及晚清在华日

人所组织的“支那剧研究会”对中国戏曲评论和研究的介入。 

关键词   辻听花 《中国剧》 波多野乾一 

古籍数字化与古典文学研究的未来                     郑永晓（5·130） 

内容提要 具有前瞻性眼光的学者决不能仅仅满足于把计算机当作一个检索工具。人类如何适

应并利用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在古籍数字化的基础上将古代文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更高境界，是

广大文学研究者和IT业者共同面对的挑战。计算机人工智能首先在古籍整理方面大有用武之

地，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也有其契合点。文章同时对版本意识淡薄、字库设计不规范以及缺乏

合适的程序设计语言等古籍电子化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作了探讨。 

关键词 古籍数字化 古代文学研究方法 人工智能 

张衡《西京赋》与《思玄赋》中的小说因素            陈  君（5·138） 

试论李德裕的平泉诗                                 赵建梅（5·141） 

论王珪的“至宝丹”体诗                             谷曙光（5·144） 

南宋词人王质、沈瀛、李洪生卒年小考                 王可喜（5·147） 

疑《水浒传》前半部撰于明宣德初年 

   ——试从小说中的货币信息加以推断                侯  会（5·148） 

陈子龙《宋子九秋词稿序》“宋子”考          朱丽霞  罗时进（5·152） 

札   记 

别有《子虚赋》说不能成立                            胡大雷（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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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黄庭坚与唐琴九霄环珮                          范子烨（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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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数据分析研究中心数字化成果概述                    （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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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素有“陇上

毓苑”之美称，有着悠久的历史

和深厚的人文传统。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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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大学文学院 

西北大学文学院肇端于1902年陕

西大学堂所设置之“中学门”与

“西学门”辖属之“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