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本書由分體論、綜合論、比較論三章組成。分體論就李詩的五絕、七絕、

五律、七律、古風、七古六種體裁，分節論述了各體的藝術成就及其在詩歌史上

的崇高地位。綜合論是就李白詩的意象跳躍、陰柔美、陽剛美、飄逸風格、豪氣

與逸氣、語言特色作了探討。比較論是將李白詩與王昌齡、杜甫、崔顥的某些詩

歌作了比較，旨在彰顯李白詩歌的浪漫主義特徵。堅持用研究文學的方法研究文

學，是著者一貫的學術理念。因此，在研究李白詩歌時，尚友詩人，特別重視意

象、意境、感情、結構、語言的個性特徵，在品賞與細讀李白詩的過程中，不時

有一得之愚的閃光，對其藝術特點多有會心。經過深思熟慮，綜合概括，使分析

與賞鑑交融。希望凡所論術，都能極大地逼近李白詩歌創作藝術的實際。本書還

附錄了著者研究李白的七篇論文，均為考證之什。其中《宋本〈李太白文集〉三

題》，考出「宋本《李太白文集》前 20 卷即為樂史《李翰林集》。」《李白被逐探

微》，認為李白被逐出京，是因為他與武韋集團的「密邇關係」，使唐玄

宗對他「深懷疑忌」，加之他傲岸不羈引起玄宗不歡所致。《南唐詩人李白》，對

南唐詩人李白其人及其詩詞作了初步探究。著者疏於考據之學，所論或一家之言。

此書可供古典文學研究者和愛好古典文學的讀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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