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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习近平主席在 ２０１４ 年青年节讲话中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ꎬ根植在中国人内心ꎬ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

想方式和行为方式ꎮ”在 ２０１４ 年教师节的讲话中他又说:“我很不赞成把古

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ꎮ 我觉得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ꎮ 这些诗词

从小就嵌在学生们的脑子里ꎬ会成为终生的民族文化基因ꎮ”唐诗是中国古

代经典诗词的最高代表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ꎬ是民族文化的基因ꎮ
从本期开始ꎬ本刊将陆续推出“唐诗学研究”专栏ꎬ以期为弘扬民族传统文

化贡献一份力量ꎮ

“唐诗学”学科的基本架构
———«唐诗学书系»总序〔∗〕

○ 陈伯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ꎬ 上海　 ２０００２０)

〔摘　 要〕唐诗研究虽属整个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ꎬ但它又有自身的独特性

能所在ꎬ将其定位为“唐诗学”ꎬ就是要把它同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里的“诗经学”“楚辞学”“乐

府学”“词学”“曲学”一样视作一项专门的学问ꎬ从学科建设的高度来清理其历史资源ꎬ以掌

握其整体架构ꎮ 我们是从如下三个方面来开展这一基础建设工作的:其一ꎬ唐诗目录学研究ꎻ
其二ꎬ唐诗文献学研究ꎬ尤其是唐诗史料学的编纂ꎻ其三ꎬ唐诗理论性总结ꎮ 三个方面相互配

合ꎬ当足以承担唐诗学学科的“基建”任务ꎬ促使整个研究工作步入新的台阶ꎮ
〔关键词〕唐诗学ꎻ学科ꎻ架构

唐诗作为人类文化艺术的瑰宝ꎬ在其一千多年的流传过程中ꎬ积累了丰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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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ꎬ有关著述汗牛充栋ꎬ人尽知晓ꎬ有什么必要再来添加这么一套“书系”
呢? 当有以解说之ꎮ

从题目上看ꎬ这套“书系”的特点即在于标示出“唐诗学”的“学”字ꎬ这并不

意味着我们要吹法螺、拉大旗ꎬ刻意抬高自己著作的地位ꎬ乃是切切实实地表明

我们的宗旨ꎬ即以治专门之学的态度来对待唐诗研究ꎬ而不停留于一般的事象考

证或作家作品论析ꎮ 唐诗研究自属整个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ꎬ但它

又有自身的独特性能所在ꎬ将其定位为“唐诗学”ꎬ就是要把它同古典文学研究

领域里的“诗经学”“楚辞学” “乐府学” “词学” “曲学”一样视作一项专门的学

问ꎬ从学科建设的高度来清理其历史资源ꎬ以掌握其整体构架ꎮ 据我们所知ꎬ唐
以后的历代学者从未将“唐诗”简单看成唐朝人所写诗篇的统称ꎮ 在他们心目

中ꎬ“唐诗”代表着一种特定的传统ꎬ甚至是诗歌艺术的典范ꎬ流传久远的“宗唐

得古”之说以及随后而起的“宗唐”与“宗宋”之争ꎬ都是围绕对这一典范意义的

理解而展开的ꎮ “五四”以后的学者群中ꎬ亦不乏将唐诗认定为民族文化结晶和

民族精神显现的主张〔１〕ꎬ至今为众人认可ꎮ 当然ꎬ自唐宋经明清以迄现代ꎬ人们

在对唐诗性能的领会上会不断发生变化ꎬ历来的“唐宋诗之争”即包含对唐诗定

位的重大分歧ꎬ而即使同属“宗唐”阵营ꎬ也曾有过“宗盛唐”与“宗晚唐”、“宗李

杜”与“宗王孟”诸般歧异ꎬ至于研究唐诗的心得以选诗、编集、注释、考证、圈点、
品评、论说、习作等不同形态出现ꎬ更为人所熟知ꎮ 这不正表明唐诗学的建设不

仅有其学理的支撑和历史的沿革ꎬ亦且有其门派的分立以及成果形式的丰富多

样性ꎬ适足以构成一项专门的学问吗? 立足于对这门学问的宏观把握与总体性

探究ꎬ在总结既往历史经验的基础之上ꎬ为唐诗学学理的当代构建探索道路ꎬ以
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并促进其推陈出新ꎬ正是本“书系”编撰的基本目标所

在ꎮ
然则ꎬ我们究竟打算怎样来实现这一目标呢? 作为专门之学的“唐诗学”的

建设ꎬ其结穴点必然要落到学理的构建上来ꎬ但学理不可能凭空结撰ꎬ须在历史

演进中积累而成ꎬ所以又离不开对前人经验(包括其方方面面成果)的全面清理

和积极继承ꎮ 考虑到既往唐诗研究的成果虽丰ꎬ却大量散见于诗话、笔记、序跋、
书信、志传、目录、评点乃至选本等各类著述之中ꎬ且常呈现为三言二语式的直观

点悟ꎬ不利于作通贯性的把握ꎬ故今天的“唐诗学”建设似尚不宜在单一层面展

开ꎬ而当以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理论的思考、概括同时并举ꎮ 具体说来ꎬ我们是从

如下三个方面来开展这一基础建设工作的:其一ꎬ唐诗目录学研究ꎬ即通过相关

书目文献的广泛调查与考证ꎬ摸清唐诗学的“家底”ꎬ掌握从事唐诗学建设所需

涉及的资料范围ꎬ并对一些重要书籍、版本形成基本的概念ꎮ 其二ꎬ唐诗文献学

研究ꎬ尤其是唐诗史料学的编纂ꎬ通过广泛搜采历代有关唐诗的各种论评和研究

资料ꎬ按一定的线索予以条贯组合ꎬ编排成帙ꎬ不但能为今天的研究者提供充实

的一手资源ꎬ更可藉以发现并把握唐诗学这门学科赖以构建和发展的内在逻辑ꎬ
有助于进一步的学理提升ꎮ 其三ꎬ唐诗理论性总结ꎬ乃是在汇集书目文献及历史

—３３—

“唐诗学”学科的基本架构



论评资料的前提下ꎬ尝试就唐诗学学科的对象、性质、基本内容、结构体系、历史

轨迹、演进脉络以及唐诗艺术的解析与品读方法等ꎬ作出一定的概括、论析ꎬ以形

成能初步体现当今时代精神的唐诗学研究范式ꎬ为学界同人们的继续深入研讨

打下相应的基础ꎮ 三个方面相互配合ꎬ当足以承担唐诗学学科的“基建”任务ꎬ
促使整个研究工作步入新的台阶ꎬ这也便是我们这套书系编撰的总体框架了ꎮ

按照这一基本思路ꎬ书系包容了如下八种专著:
１. «唐诗书目总录»———在广泛查证历史记录和当今馆藏图书资料的基础

之上ꎬ汇录自古迄今(截至 ２０００ 年)有关唐诗的书目约 ４ 千种ꎬ按总集、合集、别
集、评论及资料四大类分类编次ꎬ逐一注明书名、卷数、作者、朝代并加简要提示

及各种版本著录(稀见版本加注馆藏)ꎬ更以“备考”形式附著历代文献上的相关

资料录后ꎮ 此书价值在于大致理清唐诗学的“家底”ꎬ可用为进入唐诗学学科领

域的入门向导ꎮ〔２〕

２. «唐诗总集纂要»———从现存历代唐诗总集(主要是选本)中ꎬ选择有代表

性的集子 １３０ 来种ꎬ各加千字左右的内容提要ꎬ介绍作者、时代背景、书名、卷数、
编排体例、内容特点、世人评议、版本流传以及相关续书与仿作等情况ꎬ同时录存

该集子与相关诸集里的各种有价值的序跋材料和类目小引文字ꎬ更附以部分评

论文字缀后ꎮ 俾使其能大致反映历代总集的概貌ꎬ为掌握唐诗“选学” (选本之

学)的特殊性能与发展状况提供基本资源ꎬ既属唐诗目录学的进一步开发ꎬ亦属

史料学上的一项重要建设ꎮ〔３〕

３. «唐诗论评类编»———调查上千种各类古代典籍ꎬ从中搜辑、摘录有关唐

诗的论评资料ꎬ按总论、外部关系论、流变论、各体论、题材作法论、流派并称论、
作家论、典籍论 ８ 大门类进行归类编次ꎬ大类中再分解成若干小类或更小的类

别ꎬ挨个组成栏目ꎮ 这不仅能为今人体认唐诗提供充分的历史资源ꎬ且能让以往

唐诗学研究中业已形成的各个专题领域得到具体展示ꎬ甚至可藉以考察和发现

各专题之间的逻辑关联和内在组合ꎬ使唐诗学这门学科所应具有或可能具有的

总体布局构架得以呈现出来ꎮ〔４〕

４. «唐诗学文献集粹»———从历代典籍中择录有代表性的唐诗研究资料千

余篇ꎬ围绕特定主题ꎬ组合成 １６９ 个单元ꎬ每单元列正文一篇、附录文献若干篇ꎬ
另说明文字一则用为提挈ꎮ 各单元按时间顺序排列ꎬ计分唐五代、两宋、金元、
明、清前中期和晚清民初六个时段ꎬ串合起来大体能显示唐诗研究的历史进程及

其内在线索ꎮ 本书与«类编»均属基础性史料建设ꎬ以一纵一横、一经一纬的方

式编列唐诗学相关资料ꎮ 前书重在显示各专题领域间的逻辑关系ꎬ本书则着眼

于理顺这门学科演进的历史脉络ꎻ前书多取片语缀合的形式ꎬ本书则尽量录取全

文或整段ꎬ便于全面观照所谈论的话题ꎬ此乃两书的基本的分工ꎮ〔５〕

５. «唐诗汇评»———唐诗研究离不开对唐人诗作的直接诵读与赏析ꎮ 本书

从«全唐诗»里选取较有代表性的诗人 ５００ 家及其诗作 ５ 千余首(占现存唐诗总

量的十分之一ꎬ以期能具备«全唐诗»简编的功能)ꎬ均附以诗人小传ꎬ并汇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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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评论资料分列各诗人、诗作名下ꎬ少者几则ꎬ多者达数十甚至上百条ꎬ既可用作

大型唐诗读本ꎬ以面向广大唐诗爱好者ꎬ亦能为专业教学和研究工作提供极丰

富、有用的参考资料ꎮ 与前两种史料书相比ꎬ前者多录宏观层面的专题性论评ꎬ
此书集中收辑具体诗人诗作的微观评议ꎬ相互区别而又共同配合ꎮ〔６〕

６. «唐诗学史稿»———在目录学研究与史料学编纂的基础之上ꎬ亟需从事理

论性概括ꎮ «史稿»尝试从接受学原理出发ꎬ就唐宋以迄近代一千多年来的唐诗

学术史(亦即历代诗家和读者对唐诗传统的接受史)进行系统的梳理、总结ꎬ横
向上涉及选诗、编集、注释、考证、圈点、品评、论说、习作多种接受形态ꎬ纵向上具

体勾画唐诗学由萌生、成长、盛兴、总结以至蜕变、更新的演化轨迹ꎬ并力图发掘

其内在动因ꎬ属国内论述较早且较完整的唐诗学术史专著ꎮ〔７〕

７. «唐诗学引论»———作为唐诗学原理的构建ꎬ此书围绕“唐诗是什么”、“何
以是”以及“如何是”之类根本性理念问题ꎬ设立“正本” “清源” “别流” “辨体”
“学术史”五个篇章进行深度开发研讨ꎬ就唐诗的基本质性与质态、所赖以生成

的历史文化渊源与文学传统、流变过程与分期标准、各类体式及其美学结构原

则ꎬ连带学科发展的大致轮廓和内在线索等ꎬ一一作出初步归纳、总结ꎬ以期形成

粗具现代意义与创新观念的唐诗学研究范式ꎮ 本书因亦构成整套书系的理论纲

领所在ꎮ〔８〕

８. «意象艺术与唐诗»———中国古典诗歌艺术基本上是一种意象艺术ꎬ唐诗

尤然ꎬ故考察唐诗不能停留于外部的考据工作ꎬ还须进入其内在的意象世界ꎮ 本

书立足于意象艺术的一般原理ꎬ从把握诗歌创作的意象思维、意象结构和意象语

言入手ꎬ进以就古典诗歌意象艺术的流变和唐诗意象艺术的特点开展有重点的

深入探讨ꎬ为领会唐诗艺术机能提示门径ꎮ 如果说ꎬ«引论»一书偏重在宏观角

度的“义理”阐发ꎬ那么ꎬ本书的写作恰恰是要将宏观性原理落脚于微观世界的

“辞章”解析ꎬ就这个意义上讲ꎬ本书亦可视作«引论»的补编ꎮ〔９〕

由以上叙说不难看出ꎬ我们这套撰著并非漫然杂凑而成ꎬ其所包含的 ８ 种专

书ꎬ各有分工而又相互配合ꎬ从目录学、史料学直至理论性研讨ꎬ将唐诗学的构建

形成为一个系列(具体编排上为突出学科意识ꎬ以«引论»居首ꎬ«史稿»结底ꎬ其
余次序不变)ꎬ名曰“书系”ꎬ洵属允当ꎮ 希望它的出版将有助于推进唐诗学的建

设ꎬ促使这门学问日益发展成熟ꎮ
应该承认ꎬ我个人之起意策划这套书系由来已久ꎮ 还是在上世纪 ８０ 年代中

叶ꎬ当我初次提出建设唐诗学的构想并得到学界首肯之时ꎬ已在胸中酝酿着这一

计划ꎬ并找到部分合作者着手上马ꎮ 记得当时还联系了某家出版社ꎬ准备苦干若

干年ꎬ争取全套推出ꎮ 不料时隔不久ꎬ市场经济大潮涌起ꎬ出版社担心经济效益ꎬ
中止了已订的协议ꎬ于是不得不收缩原先的工程ꎬ另行寻觅书的出路ꎬ谈妥一种

做一种ꎬ零敲碎打地将计划付诸实施ꎮ 就这样ꎬ８０ 年代后期做成«引论»与«书
录»ꎬ９０ 年代前期做成«类编»与«汇评»ꎬ延至新世纪初ꎬ又陆续做出«论评选»
(即今«文献集粹»之前身)和«史稿»ꎮ 虽散散拉拉地不成气候ꎬ也算交代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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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ꎬ遂不复萦心ꎮ ２０１０ 年冬ꎬ我应邀赴天津南开大学参加唐代文学年会ꎬ遇见大

陆及台港各地的专家学者ꎬ有好些人问起已出的几种书ꎬ说其中一些很有实用价

值ꎬ被许多学校指定为相关专业研究生的必备参考书ꎬ还说早年出的几种印量极

少ꎬ难以觅得ꎬ建议我将各书集齐再版ꎬ统一发行ꎬ以产生规模效应ꎮ 我很了解当

前出版事业的困境ꎬ即以笑谢应之ꎮ 不料有热心人听进去了ꎬ回沪后策动上海师

范大学将此项计划纳入学校科研规划ꎬ并代为向上海市规划办申请立项ꎬ于次年

上半年得列为市社科规划重大课题ꎬ争取到一定的经费资助ꎮ 在这种情势之下ꎬ
迫使我不得不强打精神ꎬ重温炉灶ꎬ征得朋友们的通力协作ꎬ将已成的 ６ 种书各

加修订补充ꎬ更将待做的 ２ 种努力做出来ꎬ终于合成整套书系ꎬ以了却三十年来

的夙愿ꎮ “书系”编撰过程中ꎬ朱易安、查清华协助承担了大量组织工作ꎬ各册主

持人帮助通稿ꎬ上海师范大学及所属人文学院的相关部门和人士给予多方关怀

与帮助ꎬ都是此项任务得以顺利完成的保证ꎮ 上海古籍出版社领导人高克勤、赵
昌平、田松青诸先生善意接纳整套书的出版ꎬ相关责任编辑为编审工作付出辛勤

劳动ꎬ谨一并致以谢忱ꎮ 本“书系”卷帙繁多ꎬ有欠精审及讹误不当之处ꎬ主要是

我的责任ꎬ愿学界同人不吝是正为幸!

注释:
〔１〕闻一多先生乃其中佼佼者ꎬ他编选«唐诗大系»并撰写«唐诗杂论»ꎬ实含带有从总体上构建唐诗

学的意向ꎮ
〔２〕本书于 １９８８ 年齐鲁书社初版ꎬ原名«唐诗书录»ꎬ此次又有修订扩充ꎮ
〔３〕本书为新撰ꎬ完稿于 ２０１４ 年底ꎬ２０１５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ꎬ约 ６５ 万字ꎮ
〔４〕本书于 １９９３ 年山东教育出版社初版ꎬ此次又有修订扩充ꎮ
〔５〕本书于 ２００３ 年河北大学出版社初版ꎬ此次又有修订扩充ꎮ
〔６〕本书于 １９９５ 年浙江教育出版社初版ꎬ此次又有修订扩充ꎮ
〔７〕本书于 ２００４ 年河北大学出版社初版ꎬ此次又有修订扩充ꎮ
〔８〕本书于 １９８８ 年知识出版社初版ꎬ２００７ 年东方出版中心再版ꎬ此次又有修订ꎮ
〔９〕本书为新撰ꎬ完稿于 ２０１４ 年底ꎬ２０１５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ꎬ约 ２５ 万字ꎮ

〔责任编辑:弘　 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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