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mage: ]	
[image: ]




博碩士論文 961301009 詳細資訊








  
  	以作者查詢圖書館館藏	、以作者查詢臺灣博碩士	、以作者查詢全國書目	、勘誤回報	、線上人數：77	、訪客IP：54.90.236.25


  	姓名	
      	  王琇瑩(Hsiu-Ying Wang)  
		      查詢紙本館藏  	畢業系所	中國文學系在職專班
	論文名稱	
      	  席佩蘭詩作及其性靈的表現
(The Poem of Ms. Pei-Lan Hi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her Shing-Ling Poems)
      	   
	相關論文		★ 汪端詠史詩研究	★ 隨園女弟子金逸及《瘦吟樓詩集》研究
	★ 柳永其人與其詞之研究	★ 陳子龍詞中的「春」意象探析
	★ 元末隱逸詞研究	★ 屈大均及其山水詩研究
	★ 許學夷《詩源辯體》的詩學體系重構	★ 杜文瀾及其《憩園詞話》研究
	★ 清代常州派四部詞選評點唐宋詞研究	★ 董士錫生平及其詞學研究
	★ 書寫之後：反叛回憶的夢窗詞	★ 清人選清詞研究
	★ 《綠窗新話》的通俗化及其影響	★ 女性詞清代批評研究



	檔案	
		   		[image: ][Endnote RIS 格式]   
		      [image: ][Bibtex 格式]     	
      [image: ][相關文章]   [image: ][文章引用]   [image: ][完整記錄]   [image: ][館藏目錄]   [image: ]至系統瀏覽論文 ( 永不開放)  
      
	摘要(中)	清代文學蓬勃發展，也是女詩人逐漸嶄露頭角的時代。乾嘉時期，由袁枚領軍的性靈詩派，可說是清代最為盛行的詩學流派之一。這其中，袁枚領軍的隨園女詩人頗引人注目。本文以隨園女詩人之首席佩蘭為研究主題，探討其《長真閣集》詩作，及其詩作在性靈上的表現及實踐狀況。


從席佩蘭所處的大環境開始，繼而論述在詩風鼎盛的乾嘉時期，清詩發展的狀況、性靈派如何主導詩壇、袁枚提攜後進、女詩人文學社群的興起。再而深入席佩蘭個人身平、作品呈現，以及實踐性靈詩論的詩作探討。


在席佩蘭詩作細部討論的部分，探討其詩歌題材、內涵思想、情感抒發、藝術風格、服膺性靈派表現之處。性靈派詩歌首重平易近人，明白如話、情感真切、風格清新，文中列舉席佩蘭的詩篇，闡述其表現的特色及風格。在席佩蘭的詩作研究中，除了拼湊出席佩蘭生命歷程，闡述其詩作的性靈特色之外，也呈現了女性書寫存留下來的意義，理解席佩蘭何以能被譽為「詩冠本朝」之原因，以及席佩蘭詩作留存至今的價值。



	摘要(英)	Literature was thriving in the Ching Dynasty.  Meanwhile, female poets were gradually well known in the Ching Dynasty.  During period of Chieh-Lung and Chia-Ching emperors, faction of Shing-Ling led by Mr. Mei Yuan was one of prevailing poetry factions.  In this faction, female poets of Sui-Yuan were well noticed.  The main theme of this thesis is study of Ms. Pei-Lan His, who is also female head of Sui-Yuan.  This thesis is to analyze the poem of Ms. His, Chang Cheng Ko Chi; also to investigate the declaration and realization of her other Shing-Ling poems.


This thesis is research from the circumstance which Ms. His stayed in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g poems in period of Chieh-Lung and Chia-Ching emperors.  Also about leading position of nature-soul poems; about how Mr. Mei Yuan guiding following poets; about how female poets’ club flourishing in the Ching Dynasty.  Moreover, this thesis will deeply investigate Ms. His from following point of views.  Her whole life, he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declaration of her pieces, and her realization of Shing-Ling poems.


For detail discussion of Ms. His’ poetry, this thesis inspects from those topics, contents, connotations, emotions, style, and declaration of Shing-Ling faction.  Factors of poems of Shing-Ling are as following; friendliness, sensibility, and natural.  In this thesis, there are some of Ms. His’ poems which are known for its characteristic and style.  From Ms. His’ creations, this thesis pieces up her life process.  Also analyzing Shing-Ling feature of her poems.  Besides, this thesis declares significance of female poets’ creations.  From this thesis, we can understand why Ms. His was named the champion of poets.  Furthermore, the value of Ms. His’ products exis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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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具書


朱彭壽：《清代人物大事紀年》，（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


沈立東、葛汝桐主編，《歷代婦女詩詞鑒賞詞典》，（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2年。


范之麟、吳庚舜主編：《全唐詩典故辭典》，湖北省：湖北辭書出版發行，1989年。


梁廷燦、陶容、于士雄編：《歷代閨秀生卒年表》，北京：北京圖書館，2002年5月。


傳璇琮等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91年。


三、期刊（按作者姓氏筆劃排列）


王英志：〈詩壇久作風騷主 閨閣頻添弟子班—隨園與女弟子〉，（北京：《文史知識》，中華書局），1994年7月。


王英志：〈隨園閨中三大知己論略－性靈派研究之一〉，《文學遺產》，1995年第4期。


王英志：〈隨園第一女弟子－常熟女詩人席佩蘭論略〉，《常熟高專學報》，1995年3月。


王英志：〈隨園女弟子概論〉，《江海學刊》，1995年第6期，頁158-161。


王英志：〈真摯之情與閒適之趣－性靈派詩內容意旨二題〉，《江蘇社會科學》，1997年。


王英志：〈袁枚大弟子孫原湘論—性靈派研究之一〉，《安徽大學學報》，1997年4月。


王英志：〈隨園女弟子考述〉，《江南社會學院學報》，2000年第4期，頁34-40。


王英志：〈是真名士自風流─論袁枚對女性的關愛〉，《福州大學學報》第三期．總52期，2001年。


王英志：〈關于隨園女弟子的成員、生成與創作〉，江西：《井岡山師範學院學報》，2002年1月。


毛文芳：〈一個清代閨閣的視角-顧太清（1799-1877）畫像題詠析論〉，《文與哲》第八期，2006年6月。


孔壽山：〈論中國的題畫詩〉，《文藝理論與批評》1994年6期，頁105-109。


王麗斐：〈袁枚與婦女文學〉，《國立台南師範學院學生學刊》第十三期，1992年12月。


王鐿容：〈從小眾到大眾：隨園的文化圖景〉，《中極學刊》第二期，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系，2002年。


石玲：〈袁枚與清中葉婦女詩歌創作〉，《中華女子學院山東分院學報》，1997年3月。


由亞萍：〈隨園女弟子詩歌的價值評判〉，《龍巖學院學報》，2007年1月。


由亞萍：〈隨園女弟子詩歌創作的社會文化影響〉，《井岡山學院學報》，2008年。


江應龍：〈猗歟彤管麗矣香奩－袁枚女弟子〉，《國文天地》，1988年3月。


沈金浩：〈論袁枚的男女關係觀及婦女觀－兼談兩者與其文學活動、文學創作間的關係〉，《深圳大學學報》18卷3期，2001年5月。


李國彤：〈明清之際的婦女解文思想綜述〉，《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995年８月第三期，頁143-161。


李劍波：〈性靈說成因試探〉，《湘潭大學學報》第二十二卷第五期，1998年，頁17-22。


卓清芬：〈韓偓閒適詩初探〉，《中國文學研究》第九期，1987年，頁199-214。


周靖寧、吳少禮：〈詩情畫意趣盎然－說題畫詩〉，《綏化師專學報》，1994年第四期頁25-26。


胡曉真：〈明清女詩人選集及其採輯策略〉，《中外文學》第二十三卷．第二期，1994年7月。


陳居淵：〈論孫原湘的性靈說〉，《文學遺產》，1995年6期，頁95-102。


陳旻志：〈至情祗可酬知己－袁枚與隨園女詩人開啟的性靈詩觀〉，《鵝湖月刊》第二八卷第一期總號325，2003年。


康正果：〈重新認識明清才女〉，《中外文學》第二十二卷．第六期，1993年11月。


張明富：〈明清士大夫女性意識的異動〉，《東北師大學報》1996第一期，頁14-19。


張簡坤明：〈隨園女弟與女弟子詩淺探〉，《靜宜人文學報》卷二，1990年10月，頁73-87。


張慧珍：〈論袁枚對袁宏道性靈說之沿革－從情、才、學三者觀之〉，《大陸雜誌》第九十九卷第一期，頁31-37。


黃儀冠：〈清代婦女題畫詩的閱讀社群及其自我呈現－以《晚晴簃詩匯》為主〉，《國立編譯館》，21卷1期，1998年６月，頁287-310。


劉姝：〈清代詩人孫原湘、席佩蘭生卒年辨〉，《上海大學學報》，2004年6月。


劉淑麗：〈古代女性創作的憂患意識〉，《大連大學學報》第20卷第一期，1999年2月，頁101-102。


劉詠聰：〈「曲園不是隨園叟，莫誤金釵作贄人」─袁枚與俞樾對女弟子態度之異同〉，《嶺南學報》新第一期，1999年10月。


謝苗苗：〈從《隨園詩話》看袁枚的女性意識〉，《語文學刊》，2006年。


孫康宜著，李奭學譯：〈明清詩媛與女子才德觀〉，《中外文學》第二十一卷第十一期1993年4月。


四、相關論文研究（按作者姓氏筆劃排列）


由亞萍：《隨園女弟子及其創作探論》，福建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


朱述超：《袁枚「性靈」美學思想研究》，重慶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


施幸汝：《隨園女弟子研究―清代女詩人群體的初步探討 》，私立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李志桓：《袁枚性靈詩說詮釋》，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


封萬超：《春墨寫性靈—袁枚的人生與詩學》，山東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張簡坤明：《袁枚與性靈詩論研究》，私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年。


彭貴琳：《席佩蘭《長真閣集》研究》，私立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


黃儀冠：《晚明至盛清女性題畫詩研究―以閱讀社群及其自我呈現為主》，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


劉姝：《席佩蘭的生平事蹟與詩歌創作》，上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


蔡淑珍：《白居易「閒適」詩研究-以「情性」為考察基點》，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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