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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第一章依時代順序，探析祝頌詞在北宋初興的原因。論述了宋初鼓吹樂和詩

壇唱酬風氣對祝頌詞寫作的催化作用；宋真宗「天書」事件對祝頌詞的刺激；北

宋中後期黨爭過程中，文字之禍嚴重，文人因畏禍而寫作祝頌詞；北宋後期徽宗

個人喜好也影響了祝頌詞的創作。第二章則主要探析南宋時期祝頌詞繁盛的原因。

因政局變化，南渡初期，抗戰派以祝頌詞互相激勵抗金鬥志，議和之風遍及朝

廷後，又借祝頌詞彼此互慰；蔡京專權後，全國興起諛頌之風，一些近臣不免寫

作祝頌詞，而隱逸派詞人的祝頌詞則更多沉緬於家庭天倫，有意抵制著諛頌之風；

「隆興和議」以後，宋金對峙局面形成，但以辛棄疾為中心的文人，在群體的互相

祝頌中激勵著自己和同道恢復家國的理想；南宋後期，恢復事業無望，文人整體

心態萎縮，在互相祝頌中，安慰著失落的靈魂。

後兩章主要探討祝頌內容和形式方面的特點。在內容方面，主要抓住祝頌詞

比較突出的交際功能，根據祝頌對象不同，將祝頌詞分為祝頌皇室詞、祝頌朋

僚詞、祝頌家人詞及其他祝頌詞四類，探討在作為實用文體時，詞所承擔的交

際功能。在形式方面，根據祝頌內容的不同，將祝頌詞分為歌功頌德詞、壽詞、

賀婚詞及賀生子詞，力圖避免簡單的藝術成就高下的判斷，分析祝頌詞在作為交

際手段時，形成自身固定的表現套路，同時，為了給祝頌對象留下突出印象，又

力求在固定模式的基礎上有所突破，展示出程序化中有新變的自覺追求。最後，

還分析了祝頌詞中藝術成就最高的一類詞──辛派祝頌詞的藝術成就。

18.《試論莊子的創作運思觀》，獨撰／懷化學院學報，2003 年第 4 期

19.《嵇康的人生特質》，獨撰／懷化學院學報，2001 年第 1 期

另外，在《中國圖書商報》、《鄭州大學學報》發表若干學術專著評論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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