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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以境化运动与律化运动为线索，描述出中古诗歌史的基本面貌。境化运动与律化运
动在时间上差不多是并行的，两条路线也时常交错在同一种诗类里共同起作用。本书以
汉末五言诗为起点，中经玄言诗、田园诗、山水诗、格律诗，*终在王维山水小诗与杜甫
夔州七律中分别达到境化与律化的高潮。具体到某一种诗类，可能偏于境化，可能偏于
律化，也可能两者兼有，只求在描述过程中，凸显这两种不同的诗学理念及其所导引着
的共同的美学目标。 

内容简介

张节末编著的《中古诗学史(境化与律化交织的诗歌运动)》描述发生于汉魏至盛唐年间
之中古诗歌运动的历史。《中古诗学史(境化与律化交织的诗歌运动)》中中古诗歌运动
是指，古代诗歌脱离民间歌诗的形式，循着境化和律化两条路线，走向高度文人化之过
程。起于汉末五言诗，中经玄言诗、田园诗、山水诗、格律诗，最终在王维山水小诗与
杜甫夔州七律中分别臻于境化与律化的高境。文人趣味引导诗歌功能发生基础性的变化
，逐渐消除了诗歌当中的政教、抒情与说理成分，上升到精致而纯粹的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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