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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摇 摇 言

据我的考证，中国文学思想诞生于公元前九世纪中叶，迄今已有近三

千年历史。它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内容最丰富、特点最鲜明、最具创造

性和影响力的文学思想。然而它的思想材料和研究成果，除了存在于《文

心雕龙》、《诗品》、《诗式》、《原诗》等少数几部篇幅较大的论著里，大都散

见于书牍、序跋、评语、传志、笔记、短论之中，甚至包含在哲学、历史、政

治、宗教书籍之内；又常以即兴式的诗话、词话、闲话、评点、评注等形式出

现；很少条分缕析、结构恢宏的论著。因此之故，中国文学思想被低估了！

它被那些奉西方论文模式为准绳的中外学者说成是直觉的而不是理性

的，是暗示的而不是描述的，是评点式而不是系统的。中国文学思想被忽

视了！一些西方学者在他们撰著的号称总结世界文学艺术普遍规律和经

验的批评史、美学史里，竟然没有片言只字提到极为丰富而精深的中国文

学思想。中国文学思想被轻视了！它被一些西方学者盲目地认为是够不

上思想高度和不成体系的论说。这种看法在鲍桑葵（月藻则灶葬则凿 月燥泽葬灶择怎藻贼，

员愿源愿—员怨圆猿）的《美学史·序言》里表现得十分露骨。他在 员愿怨圆 年出版的

对东西方学术界很有影响的《美学史》里，对他的书未能包括东方文艺思

想作了主客观两方面的分析。主观上，他承认自己力不能及。客观上，他

则认为东方（他具体地提到中国和日本）文艺思想未能达到思辨理论的高

度，缺乏整体结构的特点，并据此认为它之所以被忽略不是没有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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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甚至以鄙夷不屑的态度写道：“即使我有这种能力，我也不会在这个我

认为是未能达到思辨高度的美学思想上下功夫。”

对中国文学思想的低估、忽视和轻视，一方面出自某些西方学者对中

文的一字不识，对中国文学思想的一无所知；另一方面则出自他们以哲学

思辨作为思想体系唯一属性的妄自尊大。无知和自大互为因果地联系在

一起，又互为影响地加剧了他们的盲目性和自大狂。这自然无损于中国

文学思想的博大精深，却给研究中国文学思想的当代学者提出一个严肃

的课题。需建构中国思想体系，通过总结中国文学经验来确定中国文学

的基本质素，研究它们之间的互动来揭示其规律，并在文学对人的精神世

界和社会生活的影响中来发现其价值，在与其他文学的比较中来彰显其

特点。这是中国文学思想研究的发展方向，也是研究者的神圣使命。

为了促进中国文学思想研究的正确发展，我们有必要回顾这项研究

的历史。严格地说，中国古代没有人写过文学史，也没有人写过文学思想

史。对中国文学思想的研究，是在二十世纪初西方文学思想传入中国后

发展起来的。朱自清在《诗言志辨》中说：“西方文化的输入改变了我们

的‘史’的意念，也改变了我们的‘文学’的意念。……这里特别要提出的

是，在中国的文学批评称为‘诗文评’的，也升了格成为文学的一类。”由

于“史”的观念的改变和“诗文评”提高到文学的范畴，再加之上世纪二十

年代“整理国故”运动的促进，这才推动中国和日本学者对文学思想资料

进行整理和研究。作为这项研究的最早成果，有章炳麟于 员怨园远—员怨员员 年

在日本撰写的《国故论衡》；黄侃于 员怨员源—员怨员怨 年在北京大学讲授，后来

由学生整理、出版的《文心雕龙札记》；刘永济于 员怨圆源 年出版的《文学论》

等等。以史的形式出现而对后来文学思想研究影响颇大的，应是 员怨圆缘 年

由日本学者铃木虎雄于东京弘文堂出版的《支那诗论史》（该书由孙俍工

翻译，改题《中国古代文艺论史》，于 员怨圆愿 年由北新书局印行）。接着，

员怨圆苑 年，陈钟凡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部由中国学者自己写的批

评史约七万字，较为简略，然而留下了批评史这个在二十世纪广为流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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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定名。随后，郭绍虞师于 员怨猿源 年出版了他的划时代的《中国文学批

评史》（上卷）。他在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把分散在历代各类著作中有

关的文学思想资料收集在一起进行整理研究；用传统的史传结合的方式

勾勒出各个时期文学思想发展的轮廓；对历史上产生的一系列文学思想

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并对重要的文学思想家和他们的作品作了简明扼要

的评介。他的书不仅为中国文学思想研究提供了广泛的材料，也制定了

基本的模式，因而引起中国和日本学者的重视。朱自清说：“中国文学批

评史的研究，到郭绍虞先生的那一本出来，才引起一般的注意，虽然那还

只是上卷书。”“他的书虽不是同类中的第一部，可还得算是开创之作。”

郭绍虞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于 员怨源苑 年出版。至二十世纪下半

叶，他又主编了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历代文论选》，首创了正文、注释、

说明、附录四合一的选编模式，既有利于一般读者的学习、理解，也启发研

究者对文学思想的深入思考。《文论选》四卷本于 员怨苑怨 年出版。它“成了

古代文论领域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出版物”。郭绍虞师的著作影响了整

整一代的中国文学思想研究，他因而被尊为“中国文论研究的奠基人”。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至现在的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国文学思想研究有了更

大的发展。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思想史、中国文学理论史、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不下四十余种。这些著作各具优点，各有贡献，但

也有共同的特点：它们都采用传统的史传结合的模式，按历史顺序对各

个时代的文学思想家和他们的论著进行评介；注意在与政治、经济、文化

思想的联系中阐明某一历史时期文学思想的发展，而没有对构成中国文

学思想的总体特点、基本质素和它们之间互动规律的研究。这类著作，有

如已故的斯坦福大学教授刘若愚（ 允葬皂藻泽 允援 再援 蕴蚤怎）在他用英文写成的
悦澡蚤灶藻泽藻 栽澡藻燥则蚤藻泽 燥枣 蕴蚤贼藻则葬贼怎则藻（《中国文学理论》）一书中写的：“虽然有一打

左右的中文、日文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存在，其中部分作品，如同论述某

些专题专著的论文和报告（包括一些用英文写成的）一样，不过是通过陈

述事实而串联起来的一系列引文。许多重要的批评观念和术语仍然是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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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不清，主要的中国文学理论并没有得到适当的阐述。”刘若愚这番话显

得有些苛刻。其目的是为了突出他想要在他的书里建构中国文学思想体

系的必要性。然而他用西方文论框架来构建中国文学思想体系的努力，

不仅徒劳无功，反而把中国文学思想的七宝楼台，拆碎不成片段。

为了阐明中国文学思想体系的整体结构、基本质素和它们之间的互

动规律，我安排了“为中国文学思想体系正名”作为全书开宗明义的第一

篇。又把这一篇分为上篇、下篇两个部分。

上篇为中国文学思想正名，主要是通过与现存的几个文学研究学科

的关系来确定文学思想的内涵。我发现，现存的文学理论、文学评论、文

学史等学科，各有其研究的重点，彼此不可以替代；而它们又都受到文学

思想的指引，也不能完全分割开来；因而确定文学思想应是一个有别于这

些学科，而又涵盖这些学科的指导思想。它的内涵，应包括对文学创作规

律的总结，对各种文学理论的诠释，对文学作品体裁和特点的研究，以及

对当代文学的指引。

在二十世纪的学术圈里，文学思想往往被冠以“文学批评”的名字。

坊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就不下四十余种。其实，“中国文学批评”

和“中国文学思想”的内涵、性质都扞格不入。“文学批评”这个学科是在

西方兴起，也是从西方传入的。在西方，“文学批评”除了对作家、作品的

负面批评，还包括对作家、作品的分析和正面评价，以及文献的起源、版本

的考证等等。在中国，“批评”这个词则主要是负面的指斥。对现代中国

人来说，“批”这个字，是足够使人闻声丧胆的了。批评、自我批评、批深批

透、批倒批臭，都带有一个“批”字。对古人来说，“批”这个字具有“手击

也”的含意，也是用来对付负面事物和人物的。“文学批评”既不能涵盖

中国文学思想的内容，又不适合中国文学思想的传统，也不符合中国人用

语的习惯。中国文学思想完全不需要这个舶来的标签。更何况某些西方

学者常以“够不上思想的高度”作为中国文学思想的诟病，我们又何妨通

$ 中国文学思想体系



过正名给出类拔萃的中国文学思想以实至名归。

在研究中国文学思想与美学的联系和区别时，我遇到严重的挑战。

根据我的学习和探讨，中国文学在三千年前，就已注意到它的兴发感动的

作用和价值。它被赋予和、应和、兴感、趣味、滋味、情味、韵味、共鸣、神韵

等等术语来表现，也被文艺思想家总结其经验，创造出诸如《诗品》、《沧

浪诗话》、《渔洋诗话》等等作品来阐明。但没有使用美感这个名词，或开

设美学这个学科来对它进行专门研究。二十世纪西学东渐，给中国引进

了美学这个学科，也使得相当一部分对西方美学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的

中国学者接受了一个关于美学的定义：“美学是哲学的一个部门。”在这种

思想影响下，中国大学的哲学系纷纷开设了“美学”课程，甚至成立了美学

研究所。部分美学家还按照这个取向，从诸子百家、三教九流的著作里，

找出有关美学的论述，加以捕风捉影的猜疑，牵强附会的引申，东扯西拉

的联系，写出一卷或多卷的中国美学史。尤有甚者，一个号称“当代中国

美学重镇”的“权威”，为了迎合实践论的哲学思想，费尽心思想出一个花

花点子，创造了涵盖各行各业的“实践美学”。弄得美学像一个迷失方向

的幽灵，到处借尸还魂，飘忽游荡。在许多名为美学的书籍里，既有政治

美学、经济美学、军事美学、爱情美学，也有理发的美学、修脚的美学、头发

夹子的美学、裤腰带的美学……总之，这也美学，那也美学，就是没有经过

实践总结、深刻思考、严肃论证的真正美学，以致造成二十世纪中国美学

研究的大混乱。

归根结蒂，中国美学研究的大混乱源自鲍桑葵的“美学理论是哲学的

一个部门”。这不能不引起我对这个定义的思考。它是怎样形成的？含

有多少真理性？它为什么会对中西美学发生如此重大的影响？我带着上

述问题，用四年时间去阅读在西方美学不同历史阶段起过关键作用的美

学家的著作和几部流传甚广的批评史、美学史，终于发现西方美学的历史

轨迹。西方美学二千五百余年的历史中，从古希腊、罗马到文艺复兴前后

的二千余年里，所谓美学研究都集中于用哲学思辨的方法去探讨世上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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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万物的美的本质问题。苏格拉底发动这项研究，却没有获得答案。柏

拉图以“理式”，普罗提诺以“太一”，奥古斯丁以“整一”、“和谐”，阿奎那

以“上帝”为这个问题作答，实质上都是以他们认为的宇宙之源或世界的

造物主作为美的本质。所谓美学研究完全是一种与文艺无关，甚至是排

斥文艺的纯粹哲学思辨。够得上称之为美学的研究是从十八世纪开始

的。鲍姆嘉通通过对诗的哲学沉思，首创“葬藻泽贼澡藻贼蚤糟泽”（这个词来自希腊文

葬蚤泽贼澡佶贼蚤噪燥泽，意为感觉，后来才被译成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他第一

次突破只有理性认识的美的传统，而认为感情事物中也有美的存在。并

以感情事物的完善作为美学研究的对象。由于文艺是感性事物完善的集

中表现，他的美学已隐含着与文艺的联系。但由于他始终是一个理性主

义哲学的信徒，他并没有把美学明确地引向文艺的领域，也没有把美学研

究的对象定位为文艺的美感。继起的康德，在鲍姆嘉通的启发下，于哲

学、伦理学、神学、功利、实用之外，以趣味作为美学研究的核心。他虽然

没有明确揭示美学研究的领域和对象，却成功地把美学引向文艺和文艺

的美感。康德以后的黑格尔宣称，美学就是艺术哲学。明确地以文艺作

为美学研究的领域，却在美学对象这个问题上，较康德后退了一步。他提

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个著名定义。从康德的“趣味”退回到“理念”，

也就是回到探讨万事万物美的本质的老路上去。关于美学研究的领域和

对象问题，直到克罗齐才得到合理的解决。克罗齐总结十八世纪末至十

九世纪初浪漫主义文学的经验，创造了“直觉即表现”这个定义，并阐述了

直觉———想像———抒情的表现———艺术———美之间的联系。明确表达了

美学是以文艺为领域，以美感为对象的学科。

简略地回顾西方美学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所谓

西方美学在长时期里都是以世上万物为领域以探讨美的本质为对象的哲

学研究。直到 员苑缘园 年，鲍姆嘉通在他的书里正式用 葬藻泽贼澡藻贼蚤糟泽来称呼对感

觉的研究。员愿圆缘 年，西方字典里，才赋予 葬藻泽贼澡藻贼蚤糟泽 以涵盖美、艺术、趣味

的性质以及关于美的创造和欣赏的内涵而称之为“美学”。十九世纪，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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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哲学家粹姆曼（砸怎凿燥造枣 在蚤皂皂藻则皂葬灶灶）于 员愿缘愿 年写了一部《作为哲学科学

的美学史》。英国哲学家鲍桑葵 员愿怨圆 年出版了《美学史》，开宗明义宣布

“美学理论是哲学的一个部门”。由此看来，西方学术界把美学作为哲学

的一个部门是张冠李戴，在历史上摆了一个大乌龙。其错误的根源则在

于把研究世上万物的美的本质的哲学与专门研究文艺美感的美学混为

一谈。

西方学术界廓清哲学与美学的关系而确立美学研究的领域和对象是

克罗齐在二十世纪中期实现的。可是，中国三千年前就已经认识到文艺

美感是文艺的价值，并用它来指导文艺的实践，又从实践中总结出极为丰

富而精彩的美学理论。中国当之无愧是美学的古国、美学的大国、美学的

强国，也是世界美学的原乡。有鉴于二十世纪中国美学研究迷失于“美学

是哲学的一个部门”，而造成美学研究的大混乱，真正的中国美学不但没

有得到认真的研究，反而被视为旁门左道，为了正本清源，我不得不用四

年的时间来追溯西方美学发展的历史，以此证明美学不是哲学的一个部

门，而是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把这一部分放到为中国文学思想

正名这一篇里。

从《中国文学思想体系》全书来看，“西方美学的历史经验”这一章显

然是过重了。与其他章节比较，也显得比例失调。但它决不是附赘悬疣，

脱缰走马，而是把中国美学纳入中国文学思想体系必不可少的有机组成

部分。

“为中国文学思想体系正名”的下篇，首先检讨了历史上几个建立中

国文学思想体系的构想。梁刘勰在《文心雕龙》里以“原道”、“征圣”、“宗

经”作为“文之枢纽”，而以文学为“经典枝条”。其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文

道合一”的思想体系。实际上则是把文学变成“道”，特别是“儒家之道”

的附庸。清叶燮《原诗》以“在物之三”的“理”、“事”、“情”，与“在我之

四”的“才”、“胆”、“识”、“力”相结合，来建立一个主客观统一的文学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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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体系。实际上却拼凑了一个“牢笼万物、经纬天地”的哲学思想体系。

二十世纪的王国维从西方哲学里讨得一个“理念”作为文学之源，并在此

基础上制造“境界”、“意境”的理论作为评赏文学的标准，意图建立一个

文学思想体系。其结果有如在中国文学的躯壳里安上西方哲学的灵魂，

不可能具有合理性和生命力，更遑论其中隐含着什么理论体系了。斯坦

福大学已故教授刘若愚在用英文写成的《中国文学理论》一书中，明显表

现了建构中国文学思想体系的意图。他利用亚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一书

中为西方文学制定的理论框架略加改造，把中国文学思想分成六类：形

上论、决定论、表现论、技巧论、审美论、实用论。并按照上述分类对中国

文学思想进行分析归纳，力图用它们作支架来建构中国文学思想体系。

其结果是把中国文学思想弄得支离破碎，为装饰西方文学思想体系提供

素材，为宣传西方文学思想放之四海而皆准提供错误的论据。刘若愚的

努力，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于建立中国文学思想体系。

奉儒家、道家思想为正统的古之学者，以及受西方文学思想影响的近

现代学者所作出的构建中国文学思想体系的尝试和努力，都以失败而告

终。究其原因，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严重地脱离中国文学创作实践的历

史。中国文学创作的历史特点是什么？我曾在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绪言

中写道：“追溯中国文学的源流，我对它的特点有一个概括的认识：在三

千余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国文学由抒情文学开其源，主其流，引导着它的

发展方向。”

中国文学实践的历史特点，决定了中国文学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

文学思想是文学实践经验的总结。体系是构成某一事物的几种基本质素

合规律地互动而形成的整体。中国文学以抒情文学为主流。这就决定了

中国文学思想体系必然以阐明构成抒情文学的情、境、味三种基本质素的

内涵和它们之间的互动规律为其主要内容。我把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概

括为：“源于情，形于境，成于味。”因此，把全书分为情源篇、情境篇、情味

篇三个主要部分来加以论述。

( 中国文学思想体系



“情源篇”的主旨是正本清源，用文学传统经验为当代文学实践找到

正确的发展方向。

文学的源泉是什么？对这个问题，有许多不同的回答。如源于游戏，

源于劳动，源于神话等等。但是，在世界文学思想史上最有影响的文源论

只有两种，那就是文源于生活，或文源于情感。

中国文学究竟是采取哪种文源呢？我首先对中国文学思想最早纲领

“诗言志”作了全面的诠释。通过考据，证明“诗言志”纲领产生于西周中

期的公元前九世纪中叶。它不仅是中国，也是全人类最早产生的文学思

想纲领。然后，联系当时文学经验，吸取古代学者的研究，运用现代理论

成果对“诗言志”的“志”作出诠释：“诗言志”的“志”不是以“知”和“意”

为中心的理性活动，而是以“情”为主的感性活动。又通过释“言”作出判

断：“诗言志”的“言”是表现而不是摹仿。再通过释“和”阐明“诗言志”

的“神人以和”，即是通过读者、听众与作者作品应和而产生的文艺美感作

用。把上述三者归纳起来，证明这一中国最早的文学纲领是以情感为源

泉的文学思想纲领。它已含有“源于情、形于境、成于味”的文学思想体系

的雏形。

在对“诗言志”作出诠释之后，我采用比较的方法，对“诗言志”和亚

里士多德《诗学》这一最早的西方文学思想纲领作出比较，并对它们以后

的发展进行历史探索。一方面运用它们的创作经验、发展规律概括出一

个完整的文学定义：文学是以形象的方式表现人的感情、描写人的行为，

通过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来影响社会生活的。另一方面，又从理论上进

行分析，论证文源于情感比文源于生活是对文学内容和特点的更精确、更

细致、更符合实际的理论表述。

中国文学思想始于以情感为源泉，在以后三千年发展中，又以抒情文

学为主导。那么，究竟情为何物？我用一个专章来回答这个问题。然后，

又回顾中国情论如何摆脱儒家礼教、宋明理学的干扰，以及道教、佛教、政

治家等等轻情、灭情、治情的思想，而向前发展的历史，并得出结论：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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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为源泉的中国文学思想传统，虽曾受到阻碍和干扰，但从未形成停滞和

断层。只是到了二十世纪，由于西学东渐、政治干预和社会革命的影响，

部分文学家作出“古源”已尽的判断，提出另求“新源”的要求，并且高高

举起“今且置古事不道，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旗帜，引进以生活为源泉的思

想，代替以情感为源泉的传统，用政治代替情感作为文学的本质。致使中

国文学异化成政治斗争的工具，整个文化与传统脱节而形成文化断层。

“情境篇”分上、下篇。上篇论述“境”这个基本质素的内涵，以及情

境结合是文学的深层结构。在上篇里，我检视了中国文学思想史上各种

关于文学结构的论述。发现二十世纪王国维的“意境”、“境界”说论说最

详，影响最大，引起争论也最多。因而选择它们作深入分析，指出其理论

上的混乱、实践上的不可行，从而得出言“境界”、言“意境”不如言“情境”

的结论，确立“情境”为中国文学的深层结构。

下篇论述文学结构的核心、方法和特点。首先用比较的方法，指出理

性为西方叙事文学的核心，情感为中国抒情文学的核心。然而，无论是以

反映生活为主的叙事文学，或表现情感为主的抒情文学，都是以情感为创

作的动力，因情感而产生文学的联想，由于表现情感而产生兴发感动的审

美力量。基于上述原因，我给文学结构一个明确的定义：“只有情感，才是

文学结构的核心。”

关于抒情文学结构的方法，我在前人概括的“赋”、“比”、“兴”之外增

加一个“融”，并对它们分别作出诠释：“赋”是铺陈与情感有关的事物以

表现情感的方法；“比”是使用与情感相通相应的事物以表现情感的方法；

“兴”是描写事物激发情感的过程以表现情感的方法；“融”是抒写与情感

融为一体的事物以表现情感的方法。上述四法是中国抒情文学创作常常

采用的主要结构方法，并不意味着囊括所有的方法或对别的方法加以排

斥。抒情文学结构的实质是实现情境融合。所以我把作家创造出来的作

品结构称之为“情境”，使它与具体的物境“形象”以及情、意含混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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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区别开来。

至于文学结构的特点。我用“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作为中国抒情文

学情境结构的特点，又用叙事的有机统一和抒情的多样统一相结合作为

中国叙事文学情境结构的特点，并对它们作了分别的阐释。

情味篇，旨在阐明中国文学的美感特点和价值原则。我之所以把它

放在本书的最后来论述，其原因有二：一、情感是情味之源；二、只有情

境结合的文艺作品才是产生情味的基础。基于此，我认为，只有在情源

篇、情境篇之后，才能对情味的问题作出明确的诠释。

情味，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曾以“和”、“应和”、“共鸣”、“韵味”、

“兴趣”、“神韵”等形式来表现。其实际内含则是文学的美感和价值。关

于它的理论，最早出现在对抒情文学经验的总结里，后来又极大地影响到

叙事文学、音乐、绘画等领域，使得含有情味成为各种中国文艺种类共具

的民族特点。它以沉浸郁、润物无声的方式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的审美习惯，陶冶了他们高雅、精致的情操，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精神世

界。中国古代学者、作家在文艺创作和理论总结中积累了丰富的美学遗

产，但没有人对它们进行深入、系统、专门的研究。二十世纪西学东渐影

响下发展起来的美学，由于盲目相信“美学是哲学的一个部门”的误导，从

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各行各业的实践中去发展所谓美学，对以文艺为领

域、以美感为对象的美学也是视而不见、弃而不顾。中西美学研究出现了

一个吊诡的现象：西方创造了美学的名词，实质上却以探讨世上万物的

美的本质的哲学作为它的内容，弄得名实两乖；中国古代积累了丰富的美

学遗产，却没有用美学的名词来规范，可谓实至而名未归。因此之故，我

选用情味这个名词，把它定位为文艺的美感和价值，用它来笼罩三千年中

国的美学经验和理论，并对它的形成、发展、影响和特点作历史的探索和

理论的阐释。

情源篇、情境篇主要是探讨源情而形于境的文学创作问题，它只是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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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到创作主体和客体的互动。情源篇涉及读者对作品的欣赏，关系到读

者、创作主体与客体三者的互动，产生了较多的课题需要研究，也使得它

成了中国文学思想体系中分量最重的一篇。我把它分成上、中、下篇三个

部分，按历史顺序来论述。上篇从孔子把“味”与文艺美感联系起来开始。

然后是汉魏六朝如何反对彩丽竞繁的文风而使得情味论得以萌芽形成。

唐代诗歌的繁荣如何使得情味论得以确定。宋代总结文学创作经验，反

对“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而使情味论得到进一步发展。

中篇以明代前后七子的“真诗论”为核心，通过与各种诗派的辩论，从理论

上廓清真诗与“道”、与“理”、与“意”、与“童心”、与“性灵”的关系，归结

到只有以“真我”、“真情”为诗才能创造富有情味的诗，文学的个性化原

则是情味论的理论根据。另外，又从考察明代创作实践出发，阐述明代诗

词之趋于鄙俚简易造成情味的匮乏，以及抒情文学中产生的情味如何扩

大其影响到散文、戏剧中而使它们得到繁荣、发展。下篇集中于清代和现

代文学思想。既阐明情味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在实践中的影响如何造成清

代文学的全面繁荣；又剖析“无我之境论”、“生活源泉论”、“经济决定

论”、“纯山水诗论”的泛起如何造成文学情味的消减。

中国文学思想体系的创建，使得三千年中国文学实践经验获得系统

的总结；使得文学思想史上种种概念在它们固有的位置上获得准确的阐

释；使得由于文学基本质素互动而形成的规律获得清晰的描述；使得中国

文学思想特点通过中西比较更加昭明彰著地呈现出来。总之，它把中国

文学思想形式的珠圆玉润、传统的根柢槃深、理论的精深缜密、影响的源

远流长，以总体、全面的态势呈现于世界的文坛、艺苑。它不仅提高了中

国人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自尊、自信与自豪，也为古今传承、中外汇通开辟

了广阔的前景。它为中国新文学指明方向，也为世界文学宝库增添珍藏。

它为各国读者提供全面学习它的读本，也为研究者对它进一步研究开启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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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中国文学思想体系》，历时三十年写成。如果加上为它所作的

知识准备、语言训练和围绕它而发表的论文、书籍，则萃集了我毕生的精

力、经验以及学习研究的心得体会。我之所以要尽全力写作这部书，乃是

出自我对中国文学思想有即之也温的爱好，钻之弥坚的兴趣，仰之弥高的

崇敬和把它用之于实践、传之于后世、宏之于寰宇的固执追求。在写作此

书的过程中，我经历了巨大的时空置换。从两鬓微霜到白发稀微；从扬子

江边到太平洋此岸；似水年华东流去，渡海越洋几万里；我总是不管风雨

晦明、严寒酷暑，一直坐在窗前灯下，面壁伏案，写作连年，终于写成这部

书。三十年成一书，这在倚马千言、智商自诩的聪明才子眼里，简直是蚁

行龟步，不值一提。对于腹贮万卷、著作等身的学术权威来说，它有如我

佛金身上一根小小的脚指头，又何足道哉！但对于学疏才浅而又绠短汲

深的我来说，则是搬出十八般武艺，使尽浑身解数而身心俱疲了！成之不

易的感觉，敝帚自珍的慰藉，圆梦有成的欣喜，年华逝去的惆怅和日暮黄

昏的伤感，五味杂陈地一起涌上眉头心上。六十年朝夕相处的老妻罗岭

教授敏锐觉察到我的情绪变化，本着她一贯的乐观精神，用她那端秀遒劲

的书法，写下朱自清喜爱的诗句“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需惆怅近黄昏”，贴

到书房里，对我进行心理调适。我也自成一律，志其事而抒其怀：

抛却浮名绝世尘，澄心凝虑铸诗魂。

韦编三绝穷经史，滴墨千行系古今。

老去频惊蜀相泪，稿成漫作岱宗吟。

求真不解逐时意，定信名山惜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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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第二章摇 美学是文学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是哲学的

一个部门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
摇 第三章摇 从中西方美学经验论美学不是哲学一个部门而是文学

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

下篇摇 为中国文学思想体系正名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

摇 第四章摇 对现存几种中国文学思想体系的剖析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

摇 第五章摇 中国文学思想体系的内涵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

摇 摇 !目摇 摇 录



第二篇摇 情 源 篇

摇 第一章摇 情源概论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

摇 第二章摇 以情感为源泉的文学思想纲领“诗言志”诠释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

摇 第三章摇 以生活为源泉的文学思想的历史探索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

摇 第四章摇 以情感为源泉的文学思想的历史探索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

摇 第五章摇 情为何物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

摇 第六章摇 中国情论摆脱儒家礼教、宋明礼学等干扰向前发展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
摇 第七章摇 以政治代替情感作为文学之源导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异化、文化断层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

摇 第八章摇 情与气偕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

第三篇摇 情 境 篇

上篇摇 情境———中国抒情文学的基本质素和深层结构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

摇 第一章摇 情境概论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

摇 第二章摇 王国维“意境”“境界”说剖析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

摇 第三章摇 言“意境”言“境界”不如言“情境”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下篇摇 情境结构的方法和特点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

摇 第四章摇 中国抒情文学结构观念的历史发展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

摇 第五章摇 中国抒情文学结构的核心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援$()

" 中国文学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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