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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通史》

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汉代诗歌的文体流变及其把握方式；乐府歌诗在汉代的发展与生产特征；帝王贵
族歌诗、文人歌诗与民间歌诗；汉代宗庙宫廷雅乐歌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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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通史》

书籍目录

绪论  汉代诗歌的文体流变及其把握方式    一  歌诗、诵诗的区分与诗赋辨体    二  作者群体的分流和诗
歌功能的改变    三  以汉人的文体观为参考的写作方式第一章  乐府歌诗在汉代的发展与生产特征    第
一节  从宫廷到民间的歌舞娱乐盛况    第二节  乐官制度的建设与“乐府”兴废    第三节  汉代歌诗艺术
生产的基本特征第二章  帝王贵族歌诗、文人歌诗与民间歌诗    第一节  汉代的帝王贵族歌诗    第二节  
汉代的文人歌诗    第三节  汉代的民间歌诗第三章  汉代宗庙宫廷雅乐歌诗    第一节  汉代雅乐歌诗种类
及发展演变    第二节  汉初礼乐制度与《安世房中歌》    第三节  汉武盛世的《郊祀歌》十九章第四章  
民族交流与《汉鼓吹铙歌》十八曲      第一节  民族文化交流与《汉鼓吹铙歌》十八曲的产生    第二节  
《汉鼓吹铙歌》十八曲的性质与内容    第三节  十八曲的艺术特点及其诗歌史意义第五章  汉代歌诗的
主体——相和歌辞    第一节  相和歌的名称、来源与分类    第二节  相和诸调歌诗的内容特征    第三节  
相和诸调歌诗的艺术成就第六章  舞曲歌辞、琴曲歌辞与杂曲歌辞    第一节  开中国戏曲先河的舞曲歌
辞    第二节  借古事以抒怀的琴曲歌辞    第三节  兼收众类、内容丰富的杂曲歌辞第七章  文人的出现与
汉代文人诗    第一节  文人在汉代作为一个群体的出现    第二节  文人的出现在诗歌史上的意义第八章  
四言诗在汉代的发展流变    第一节  汉代四言诗传世情况考察    第二节  汉代文人四言诗的创作与发展    
第三节  《焦氏易林》与其他汉代四言第九章  汉代文人心态与骚体抒情诗主题    第一节  悲士不遇与生
不逢时    第二节  全身远祸与超越世俗    第三节  行旅感怀与思念伤悼第十章  骚体抒情诗艺术特征与历
史地位    第一节  骚体抒情诗的抒情模式    第二节  骚体抒情诗的文体风格特征    第三节  骚体抒情诗在
诗歌史上的地位第十一章  文人五言诗的产生与发展    第一节  文人五言诗起源与发展的争论    第二节  
文人五言诗与汉代歌诗的关系    第三节  从班固《咏史诗》看五言诗的成熟第十二章  汉代文人五言诗
的艺术成就    第一节  汉代文人五言诗与汉代社会思潮    第二节  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抒情主题    第三节  
文人五言诗艺术典范的确立第十三章  七言诗的起源及其在汉代的发展    第一节  关于七言诗起源问题
的讨论    第二节  现存两汉七言诗传世情况分析    第三节  七言诗的语言结构与诗体特征第十四章  汉代
诗歌的时代风貌    第一节  汉代诗人的时代意识与诗歌表现    第二节  汉诗中的物象描写与抒情手法    第
三节  汉代诗歌的时代风格与审美特征第十五章  汉代诗歌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    第一节  全面展示了时
代社会风貌    第二节  创造了新的诗歌语言形式    第三节  开辟了中国诗歌新的道路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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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通史》

编辑推荐

《中国诗歌通史(汉代卷)(精)》由赵敏俐所著，填补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项重要学术空白。其中
有多处创新：一是从多民族融合的角度探讨了中国诗歌发展的内在规律，是第一部名副其实的中国诗
歌通史；二是包括汉语诗歌中的诗、词、曲，少数民族的史诗、抒情诗、宗教祭祀等各类诗体，是第
一部诗体完整系统的中国诗歌通史；三是打通古今，是一部时间跨度最长的诗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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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通史》

精彩短评

1、内容很详细，多方面都有涉及，学习研究汉代诗歌的好资料。【当然收这么一套小钱钱也要花不
少⋯⋯】
2、嗯，今年读的。一些章节已在《汉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里。能把 汉代诗歌史 写成一本独立的专
书，这也正是 作者 三十多年来专注于汉诗的结果。从 歌诗 与 诵诗 两个大层面来写，这也正是 艺术
生产的角度整理汉诗的成果。关键在于当在学术风向 重文献、重思想、重文化 ，轻艺术！我感觉这
是不应该的，幸好还有 赵敏俐先生和钱志熙 等等 这样的学者在不断的进行 诗歌艺术 的研究！ 学术需
要全面！
3、整体感觉都很好，推荐。
4、更有深度的诗歌史
5、关于汉代诗歌，由于年代久远问题，无法确切地了解，但是通过赵先生的著作，我对于汉代诗歌
知识的了解空白得到了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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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通史》

章节试读

1、《中国诗歌通史》的笔记-中国诗歌通史

        分卷目录

先秦卷　　　　　李炳海　著
汉代卷　　　　　赵敏俐　著
魏晋南北朝卷　　钱志熙　著
唐五代卷　　　　吴相洲　著
宋代卷　　　　　韩经太　主编
辽金元卷　　　　张　晶　主编
明代卷　　　　　左东岭　主编
清代卷　　　　　王小舒　著
现代卷　　　　　王光明　主编
当代卷　　　　　吴思敬　主编
少数民族卷　　　梁庭望　著

专家点评

　　这部成果很有特色：一是宏阔视野与翔实叙述相结合，站在世界文学的立场上反观中国诗歌的特
色，细致描述了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线索。二是理论思考与论从史出相结合，既注意总体思路的把握
和创新，又注重不为空论，强调论述过程中材料的丰富、确凿。三是他人成果的吸收与著者观点的树
立相结合，如唐五代卷绪论对唐诗繁荣原因再作探讨；宋代卷对理学诗派的论述，对僧诗和道诗的论
述，以英雄、能臣、词人三者切入辛弃疾的论述等，或角度、或取材、或观点，均能自出新意。

——清华大学中文系　刘石

　　该成果突破既往文学史、诗歌史以时为序、作家作品散点凑合的做法，将以前政治、经济、社会
、文化因素影响作用碎片化的“机械分析”，变成融化在古代、现代诗歌发展演化的动态过程中，以
型式、形态、艺术品格、审美趣尚等特征具体展示出来，使其在学理模式上形成全面突破，为中国文
学研究创立了一个新的学理范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　张国星

成果简介

　　由首都师范大学赵敏俐教授主持，国内10余位著名学者参加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
诗歌通史”，经过近8年的精心结撰，2012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成果共计11卷，分别
是先秦卷、汉代卷、魏晋南北朝卷、唐五代卷、宋代卷、辽金元卷、明代卷、清代卷、现代卷、当代
卷和少数民族卷，每卷70万字左右，总字数约800万。它贯通古今，包容汉民族诗歌和各少数民族诗歌
，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名副其实的“中国诗歌通史”，它的研究和完成，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和文化意义。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从上古歌谣、《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元曲，再到今天的新诗
，诗的传统源远流长。诗歌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最有生命力、最有代表性的文学体裁，诗的数量浩如
烟海。中华民族又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文化系统，其他少数民族的诗歌传统与汉民族诗歌一样久远

Page 6



《中国诗歌通史》

绵长，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诗歌总体，成为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的核心要素，渗透于中华民族历
史与现实的方方面面，并对日本等亚洲国家的文化乃至欧美近现代文学思想与审美思潮，产生了广泛
而深刻的影响。中国诗歌有博大精深的内容、深厚的民族传统、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深入开展中国
诗歌研究，首先在弘扬民族文化、进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面对如此丰富而又重要的中国诗歌，我们理应早就有一部大型的中国诗歌通史。目前，有关中国
各体文学史的研究撰写取得了较大进展，在戏曲、小说、散文方面都已经有了一部甚至几部通史性的
著作，但唯独没有一部系统的大型的中国诗歌通史，这与中国这一诗的国度极不相称。因此，撰写一
部优秀的中国诗歌通史，是时代的要求和呼唤。该成果的完成，顺应了时代的需要，同时具有填补学
术空白的重要意义。

　　该通史叙述的范围包括古今中国各民族所有诗歌文体。作为中华民族最先发展起来的文学艺术形
式，它与民族的历史同样漫长久远。据此，该通史将中国诗歌按历史发展分为10卷，再增列少数民族
诗歌1卷。每一卷内部，同样按照历史时期诗歌发展的时间线索，分别对诗、词、曲等各类诗体的发
展演变过程，进行详细的描述，阐发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中国诗歌进程，进而探索其发展规律。举例来
讲，先秦以诗骚体为主，两汉是歌诗与诵诗相分离的时代，魏晋南北朝隋代文人的地位开始突显，唐
代是一个诗的世界，宋代的诗与词两峰并峙，辽金元诗的文化多元，明代的诗歌流派纷呈，清代集前
代各体之成，现代实现了从古体到新诗的时代转换，当代诗坛又开始了对诗歌体式新的探讨，少数民
族诗歌语言多样，诗体多样，与汉民族诗歌相互影响。该通史正是通过这样的叙述方式，综合展现了
中华民族诗歌的总体风貌，其中又有以下几点最富创新意义。

　　第一、该通史以汉民族诗歌为主体，兼顾历史上各少数民族诗歌，从多民族融合的角度探讨了中
国诗歌发展的内在规律。中华民族由多民族组成，中国历史本来就是多民族融合的历史。在这种语境
下产生的中国诗歌，本来就包含着各族人民的共同创作。《越人歌》、《敕勒歌》、《木兰辞》等，
都是当时“少数民族”的杰作；大诗人屈原的创作深受南方民族的影响，陶渊明的出身或为溪族，刘
禹锡为匈奴人后裔，元稹为鲜卑人后裔，《全金诗》、《全元诗》、《全金元词》所收的作品，大量
的都出于金人、蒙古人之手，清代满族人所创作的汉语诗词更是无计其数。此外，历史上还有许多少
数民族也用汉语进行诗歌创作。因此，准确地说，即便是我们仅以传统的汉语诗歌为主而撰写的诗歌
史，同样不是汉族诗歌史，而是包含多民族诗歌创作的中国诗歌史。与此同时，又有众多的少数民族
保持着自己的语言文字，也创作和流传下来大量的诗歌作品，它们与汉语诗歌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中
国诗歌发展的壮美华章。该通史的写作坚持了多民族的诗歌史观，在探讨中国诗歌发展变化的过程中
，不仅充分注意到多民族文化对中国诗歌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还把因为其民族成长的时间有早晚不
同，语言不同，难以纳入汉语诗歌史线索的各少数民族的诗歌单列一卷，描述各民族之间的政治一体
、经济互补、文化互动和血缘互渗的关系，进而更全面地总结中华民族诗歌创作中多元一体的文化格
局。

　　第二、该通史采取广义的诗歌概念，包容汉语诗歌中的诗、词、曲，少数民族的史诗、抒情诗、
宗教祭祀诗等各类诗体，并以其发展变化为经，全面展示中国诗歌体式的丰富多样，揭示其内在发展
规律。以往的诗歌史写作，往往注重诗歌产生的外部环境和作品所展示的文化内容，最后再讨论作品
的形式。该通史认为，作为一部中国诗歌史，存在的前提就是它特有的文体形式，其中所包含的丰富
的思想文化内容以及其美学意蕴，都通过各种诗体得以表现，并且沉积为独特的审美范式。就汉语诗
歌而言，早在先秦时代形成的《诗经》体和楚辞体以及其诗乐舞一体的特征，不但体现了中国早期社
会自然经济与农业文明的属性，还有礼乐文化的元素与部族文化的因子。汉代歌诗与诵诗的分途，标
志着中国诗歌开始脱离音乐逐步走上了一条独立的发展之路。其后，五七言律诗的形成和词与曲的出
现，既是汉语诗体多样化的表现，也是各历史时代出于不同的需要而对诗体不断提出新要求的结果。
至于自20世纪初开始出现以现代语言为基础的新诗，更是中华民族巨大历史变革的产物。各少数民族
诗歌由于语言不同，语系不同，诗歌形式更是丰富多彩。因而，充分关注中国诗歌各种体式的发展，
将诗体的变化作为描述中国诗歌发展的基本线索，是该通史的一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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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通史》

　　第三、打通古今诗歌界限，建立古今贯通的诗歌史观。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文明数
千年从未中断，这在世界史上独一无二。作为表达民族心灵的语言艺术形式，数千年的中国诗歌传统
也从未中断。“五四”运动以来，当代文学史家鉴于发生于20世纪的巨大变革，更多地将诗歌史的关
注重点放在了古今变迁方面，由此而造成了对中国古代诗歌与现当代诗歌传承关系的忽略。21世纪的
今天，时当中华文明新的崛起之际，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在重新思考中华文化，因而，打通古今诗
歌的界限，建立贯通古今的诗歌史观，乃是当下文学史家的责任。该通史正是以此为指导思想，对中
国诗歌进行贯通古今的描述。它将中国现代诗歌当作中国古代诗歌传统的继承与革新，并系统地探讨
了中国现代诗歌形式与诗学精神的历史由来以及其合乎逻辑的发展变化过程，这种新的研究思路与诗
歌史观，必将在今后的中国诗歌研究产生重要的学术影响。

　　第四、站在世界文化的立场上揭示中国诗歌的艺术本质，阐释其民族文化特征。历史已经进入21
世纪，当下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自足的封闭国度，世界文化已经融入中国，中国已经成为世界
的一部分。因而，从世界文化的角度认识和发现中国诗歌的民族特色，认识它在世界文学史上的独特
价值，这是历史给我们提出的新的要求。该通史在撰写过程中，坚持这样的自觉意识，在每一卷撰写
的基础之上，通过认真的思考与宏观的把握，在绪论中对中国诗歌进行高屋建瓴式的总体观照，努力
揭示中国诗歌独特的民族特征，如从“诗言志”而开启的中国诗歌抒情传统，从《诗经》时代就已经
形成的中国诗歌的多种文化功能，诗人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中国诗歌
形式的独特之美、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等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进而阐释中国诗歌在当代
社会的价值，在世界文学史上的意义，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诗歌、通过诗歌了解中国文化，并对世
界文化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样一种具有世界眼光的史家意识，大大提升了该通史的思想文化含
量。

　　第五、在坚持共同目标的基础上发挥每一位撰写者的特长，在充分吸收学界最新学术成果的前提
下突出学术个性，开掘新的研究领域，在诸多诗歌史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新见。作为第一部贯通古今
的中国诗歌通史，该通史力求从上述四个大的方面宏观把握中国诗歌的主要内容，全面展现中国诗歌
的整体面貌。与此同时，该通史也力求展现每一位学者在其所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最新成果，提出自己
的新见，因而除了在总体研究和理论建构方面有所突破之外，在具体的撰写过程中，每一卷都有创新
，都有诸多精彩之论。如先秦卷在《诗经》与楚辞文体形式上的新颖分析，汉代卷对歌诗与诵诗分途
现象的揭示，魏晋南北朝隋代卷对文人诗歌传统的论述，唐五代卷以盛唐诗为核心而建立的新的阐释
模式，宋代卷对唐诗与宋诗意脉相承的深刻关照与辨析理路，辽金元卷对三个不同的民族政权下其诗
歌独特发展过程探本求源式的描述，明代卷对明诗发展中传统诗歌思想与性灵诗歌思想、流派论争与
理论批评和创造实践相结合、地域特征明显等三大特点的把握，清代卷对清诗在复古与创新中既集前
代之所成，又开现代诗歌之先河的论述，现代卷对中国现代诗歌从“诗体”与“诗质”两个方面进行
变革与重建的过程的思考，当代卷对新诗在当代发展过程中所经受的复杂的政治纠葛、中西文化的撞
击和传统文化影响等问题的描述，少数民族卷将中华大地各民族诗歌分为中北西南四大文化板块的划
分，等等，充分显示了各卷作者对诗歌史的研究深度与锐意创新意识。同时，正是每一卷的精心撰述
与守正创新，才构成了这部诗歌通史的基本格局，展示了它的学术特色。

　　在以上五点基础之上，该通史建立了一个以“通”字为标志的诗歌史观。其要义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是“通古今之变”，第二是“观中西之别”。

　　所谓“通古今之变”，是指打通古代诗歌与现代诗歌的断限，打通汉民族诗歌与少数民族诗歌的
界域。回顾以往的诗歌史，打通古今之作很少，将汉民族诗歌与少数民族诗歌放在一起的史著更少。
显然，这不符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也不能反映中华民族数千年而不绝的文化传承。对于
今天的国人来讲，没有比认识到这两点更为重要的历史意识了。中华民族由五十六个民族构成，汉民
族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复合体。正是这种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才成就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成
就了中国诗歌的丰富多彩。而中国诗歌从古代走向现代，乃是一个不曾间断的历史过程，不了解中国
古代诗歌的发展，就不知道中国现当代诗歌何以发生。同样，不了解中国现代诗歌的情况，就不能正
确认识中国古代诗歌的现代意义。因而，多元一体，打通古今，也就是这套《中国诗歌通史》撰写的

Page 8



《中国诗歌通史》

第一要义。它由此而确定了这套通史的基本格局，纵向上以史为线索，横向上兼顾各少数民族，前10
卷以汉民族诗歌为论述的主体，同时描述各历史时期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从而说明汉民族诗歌本身
就是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产物。后一卷专论具有鲜明特色的各少数民族诗歌，同时从史的线索描述其
发展的过程，说明它们各自在中华民族诗歌板块中的地位以及其与汉民族诗歌之间互相影响的关系，
从而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包括中华大家庭56个民族在内的连通古今的“诗歌通史”。

　　所谓“观中西之别”，是指立足于21世纪世界文化格局的史家“通识”。绵长久远、丰富多彩的
中国诗歌，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观中西之别”意味着
这套中国诗歌通史的写作超越了以往的诗歌史写作框架，追寻中国诗歌发生的文化形态，对中国诗歌
原典进行新的解读，发现中国诗歌的民族特点。中华文明原本是独立于西方的一种文明形态，在这种
形态下产生的中国诗歌，有着独特的发生之源，中国人对它也有着不同于西方的艺术体认。中国人认
为诗起源人的心灵的“感物而动”，形成了以“言志”为核心的抒情诗传统。农业文明培养了中国人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确立了“以人为本”的生活态度，将诗歌作为直面现实，抒写人生
的艺术，在现实生活中承担着多种实用功能。中国人在诗歌中寄托了生活的理想，自古就追求着人与
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探求着“诗意的栖居”的生存方式。中国人将诗视为心灵的表达，强调诗品
与人品的统一，诗歌因此而成为人生修养的重要部分，闪耀着人性理想的光辉。中国诗歌有着独特的
艺术形式，一字一音的汉语言文字天然地具有诗歌的节奏韵律之美，“感物而动”的创作模式与“天
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使中国诗歌富有形象鲜明、意境深远的美学风范。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造就了
中国诗歌内容的博大兼容与体式的丰富多彩，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推动着中国诗歌在继承传统中不断
地创新⋯⋯，这一切，正是中国诗歌的民族特点，它彰显了东方文化的智慧和美学风范，是对世界文
明所作的杰出贡献，也是中国文化参与当代世界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新一代的中国文学史家，应该
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中国诗歌。它所确立的诗歌史叙述模式，将为今后的文学史撰写提供新的理论范
式。

　　要而言之，该成果立意高远，规模宏大，内容丰富，锐意创新。它的完成，填补了人文社会科学
领域里的一项重要学术空白，它将是迄今为止第一部贯通古今、涵盖各少数民族、兼及港澳台诗歌的
多卷本中国诗歌通史。它的完成，将为学习研究中国古代诗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向世界各国介
绍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做出重要贡献。

　　该成果原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04年度重点项目（项目批准号：04AZW001）它的撰写，集中了
我国当下在中国诗歌史各时代研究中一批优秀的学者或突出代表，他们是：项目总负责人为赵敏俐、
吴思敬，先秦卷作者李炳海，两汉卷作者赵敏俐，魏晋南北朝卷作者钱志熙，唐五卷作者吴相洲，宋
代卷主编韩经太，辽金元卷主编张晶，明代卷主编左东岭，清代卷作者王小舒，现代卷主编王光明，
当代卷主编吴思敬，少数民族卷作者梁庭望。正是这支阵容强大的作者队伍，为该成果的完成奠定了
坚实的学术基础。自2004年立项以来，课题组全体成员即将主要的精力用于该成果的研究与写作。在
此期间，课题组成员先后召开了9次编写会，其中在2006年4月22日召开的第四次编写会，特别邀请多
位国内知名家学者，就《中国诗歌通史》的撰写给予指导。每次讨论会上，课题组成员都畅所欲言，
就诗歌通史写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认真的研讨，这为《中国诗歌通史》的顺利完成提供了质量上的保
证。2011年4月29日，该成果通过专家组评审鉴定，评定等级为优秀。其后，经人民文学出版社申报，
列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2012年1月16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甘露无声润学林——2011年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成果综述》，将《中国诗歌通史》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1年度结项的代表性成果予以
介绍，认为它“折射出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的亮丽风景。”并引用评审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
张国星研究员的这样一段评语：“该成果突破了既往做法,将以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因素影响作
用碎片化的‘机械分析’,变成融化在古代、现代诗歌发展演化的动态过程中,以形式、形态、艺术品
格、审美趣向等特征具体展示出来,使成果在学理模式上形成全面突破,为中国文学研究创立了一个新
的学理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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