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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家刘勰的 《文心雕龙》系统地论述了

文学理论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其中涉及本体论、创作论、文

体论、风格论、文学史论等诸多方面。当然，作为文学活动

的一个重要环节，鉴赏活动也是刘勰极为关注的对象。“知

音”说集中体现了刘勰对鉴赏论的创见，对后世的鉴赏理论

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知音”说的产生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 《序志》云：

“魏 《典》密而不周，陈 《书》辩而无当，应 《论》华而疏

略，陆 《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巧，《翰林》浅而寡

要。又君山、公干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

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① 刘勰对当时的

文学鉴赏未能客观公正地求因明变的状况很不满意，他认为

这是由于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所致。因此，“知音”说从鉴

赏交流的角度出发，全面阐述了文学鉴赏理论。刘勰认为，

“知音”是实现作家创作和作品价值的关键。因此，如何使

鉴赏者成为作家的知音，是 “知音”说所要探讨的核心问

１

① 全书 《文心雕龙》引文均采用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版，以下不一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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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文学鉴赏活动首先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从这

点出发，刘勰从主客体两方面对 “知音难觅”这一文学现象

进行了探讨。就主体方面而言，导致知音难觅的原因有三：

“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为了解决这个难题，

刘勰强调鉴赏主体要有 “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的鉴赏

态度和深厚的艺术修养，以及敏锐的 “识照”能力。在客体

方面，导致知音难觅的原因是 “篇章杂沓，质文交加”“文

情难鉴”，体不易分，意不易寻。通过对作品构成不同角度

的 “六观”的考察，刘勰提出了 “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

者披文以入情”的文学交流过程，并且认为 “沿波讨源，虽

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由观文至见心是

鉴赏交流的目的。作者将其心灵观照过的社会人生带入创作

并以作品的形式传达给鉴赏者，鉴赏者凭借作品这个载体实

现与作者情感经验的交流，并进而达到与作者心灵交流的目

的。鉴赏主体与作者之间的心灵交流有赖于作品这个中介的

存在。语言文字符号是作品存在的外在表现形式，文学的意

义蕴含于语言之中，又有赖于主客体之间的交流和创造。因

此，寻言以观象、寻象以观意就成了这一鉴赏交流理论的内

在逻辑。为了更有效地实现鉴赏者与作家之间的心灵交流，

刘勰还强调鉴赏主体要运用 “圆照”“玩绎”“见异”的鉴赏

方法，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此及彼地对文学作品的内在

结构和意味进行把玩，并进而透过作品把握作家独特的创作

个性和心灵世界。至此，鉴赏者与作家的心灵息息相通，文

学的价值也自然彰显，而鉴赏者通过 “再创造”也使自身价

值得以实现。

刘勰的 “知音”说将鉴赏者、作品和作家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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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了一个系统的文学鉴赏理论，这为后世的文学鉴赏提供

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知音”说在现代语境及接受美学、

读者反应理论的视域中仍具有独特的魅力，对中国当代文艺

理论的建设不失为有益的借鉴，对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

的日常交往也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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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论史上一部博大精

深的理论巨著，鲁迅先生曾将它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

《诗学》相提并论: “篇章既富，评骘自生，东则有刘彦和

之《文心》，西则有亚里氏多德之 《诗学》，解析神质，包

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模。”① 可见 《文心雕龙》在中

国文论史乃至世界文论史上的重要地位。
20 世纪以来，对《文心雕龙》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

从作者的生平思想，到作品的版本、校勘及理论批评等，一

大批学者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并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关于这

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涂光社的 《现代 〈文心雕龙〉研究述

评》、李平的 《20 世纪中国 〈文心雕龙〉研究综论》和张

连科的《20 世纪 〈文心雕龙〉研究》中都有详细的论述。

此外，杨明照主编的 《文心雕龙学综览》和张少康、陈允

峰、汪春弘、陶礼天合著的 《文心雕龙研究史》更是资料

详备。1979 年至 1999 年是《文心雕龙》研究的高峰期，这

一时期的繁荣兴盛状况，正如牟世金在其《“龙学”七十年

1

① 鲁迅: 《论诗题记》，见《鲁迅全集》 ( 第八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 3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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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观》一文中所说，《文心雕龙》研究发展到今天，已成为

“一门有校勘、考证、注释、今译、理论研究，并密切联系

着经学、史学、子学、佛学、玄学、文学和美学等复杂系统

的学科”①; “在二十世纪三千多种研究《文心雕龙》的论文

和著作中，有三分之二是这个时期出现的”②。在这样一个

“龙学”研究最为繁荣昌盛的时期，涉及鉴赏批评论的研究

论文有 60 多篇，但对《知音》篇进行专门的研究并未形成

热点。这时期为数不多的 “知音”说研究论文主要围绕

“六观”是否为批评标准以及《知音》篇的某方面内容来进

行讨论。极少数的论文如徐中玉的 《〈文心雕龙〉 “见异，

惟知音耳”说》着重论述了刘勰的 “见异”说; 陆晓光的

《〈文心雕龙〉文学批评主体条件思想探微》围绕刘勰所说

的文学批评主体之 “识”展开论述; 吴调公的 《〈文心雕

龙·知音〉篇探微》从鉴赏论的角度论及了 “知音”说的

创立过程; 张少康的 《知音论———论文学的欣赏与批评》

则对刘勰鉴赏论的思想渊源进行了全面追溯; 涂光社《〈文

心雕龙〉的鉴赏论》一文 “以 《知音》篇为中心，考察刘

勰在鉴赏方面提出的一般原则和理论”，在深入挖掘 《知

音》篇的理论内涵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总的来说，这方

面的研究成果毕竟太少，同时也存在整体综合的 “知音”

鉴赏理论研究的薄弱和不足。

在当下这样的多元化时代，“众声喧哗”成为文学鉴赏

2

①

②

牟世金: 《“龙学”七十年概观》，见中国文心雕龙学会: 《文心雕龙研究

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 2 页。
张少康、汪春泓、陈允峰、陶礼天: 《文心雕龙研究史》，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1 年版，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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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批评的整体姿态。伴随着西方文艺理论近几十年来的大量

输入，中国的文学鉴赏和批评在这诸多合力的裹挟中奋勇前

进。受现代哲学阐释学、接受美学以及新历史主义理论的影

响，读者在权利的极度张扬中走得越来越远，不仅把作者远

远地甩在了历史的车轮之后，而且也使作品成为其借以展现

知识和智力的工具。文学的鉴赏和接受变成了一种个人的情

感游戏，成为没有作者参与，也没有作品存在的自娱自乐。

与此同时，鉴赏与批评的有效性成为时代提出的一大难题。

在这种时代语境之下，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研究 《文心雕

龙·知音》鉴赏论的重要性。如同钱锺书在 《古典文学研

究在现代中国》一文中所说的: “古典诚然是过去的东西，

但是我们的兴趣和研究是现代的，不但承认过去东西的存在

并且认识到过去东西里的现实意义。”① 新的时代语境给了

我们重新审视刘勰 “知音”说在当下所具有的积极意义的

机会，为此，对 “知音”说的理论意蕴进行更为深入的挖

掘和探讨是重要的和必要的。从 1999 年至今，这方面的论

文陆续面世。这一时期的论文除了对 《知音》篇内涵的继

续挖掘外，基本上是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对其进行新的阐发。

如邓新华的《〈知音〉篇是中国古代的文学接受论》、冯志

娟的《从“知音”与 “理想读者”看中西读者论之异同》、

陈昕的《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接受美学”》、高曼霞 《论刘

勰的接受美学观》、吴结评的 《中西文论对话中的接受美

学———知音与读者反应批评》、丁淑梅的 《中国古代的接受

理论与文学鉴赏“知音”论》等，都将刘勰的 “知音”说

3

① 钱锺书: 《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见《钱锺书集》，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2014 年版，第 1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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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现代视阈和背景下进行考察，为 “知音”说的研究拓

展了新的视角。然而，我们想要说的是，与接受美学过度强

调读者的权利不同，刘勰的 “知音”说强调了作者、作品、

读者之间的整体联系，强调作品的纽带作用，强调读者通过

作品和作者所达成的情感交流、心的交流。时下，人们逐渐

意识到文学交流的重要性，文学的本质特征和功用都充分体

现出交流的意义，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也只有在交流中才能实

现和升华。因此，从鉴赏角度对文学交流理论进行研究就变

得非常迫切。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待学界做出更多的努力和探

索，目前，“知音”说的鉴赏交流理论研究只是这方面工作

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梁启超曾对“学术”作过界定: “学也者，观察事物而

发明其真理者也; 术也者，取其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

也”; “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学而不足以应用于术者，

无益之学也; 术而不以科学上之真理为基础者，欺世误人之

术也。”① 显然，学术的最终目的是基于严肃研究基础上的

经世致用。对刘勰《文心雕龙》“知音”说的研究亦不外乎

此。具体说来，本研究的用意有二: 一是通过对 “知音”

说的鉴赏交流理论的深入阐释，使人们对当下文学鉴赏和批

评过度强调读者权利的错误倾向有所警醒，并自觉地避免这

种错误倾向，让鉴赏和批评回到它应有的正确立场上来。二

是努力作出尝试: “《文心雕龙》理论意蕴的现代转换是

《文心雕龙》研究重要的一环，而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论著为

4

① 梁启超: 《学与术》，见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五》 ( 下) ，
中华书局，1996 年版，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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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可怜，越发彰显这一环的薄弱。”① 如何使古典文评在当

下的时代语境中生发出新的意义，如何使 “龙学”研究走

向世界，从而在东西文化的交融中获得新的生命力，这是亟

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当然，全面地对 《文心雕龙》所蕴含

的丰富的文评思想、方法等作现代性的阐发，不是一朝一夕

之功，也非本书所能做到。有鉴于此，本书只从文学交流理

论的视角，对“知音”说的鉴赏交流理论进行阐释和研究，

希望能为当前的文艺理论建设贡献一点绵薄之力。

5

① 鲍晓东: 《建构新世纪〈文心雕龙〉研究的操作平台——— 〈文心雕龙研究

史〉评述》，载《咸宁学院学报》，2004 年第 5 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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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知音”说的背景及其渊源

“知音”说是刘勰在其《文心雕龙·知音》篇中所阐发

的理论。关于《知音》篇的理论性质，历来争论很多，或

以为其是批评论，或以为其是鉴赏论，或以为其是鉴赏与批

评论，还有人认为可以将其界定为中国古代的 “文学接受

论”①。牟世金在 《文心雕龙研究》一书中曾经指出: “对
《知音》篇的性质，可以做这样的简单回答: 是知音论。因

当时的理论水平、刘勰所论的原貌，都以批评、鉴赏为一。

以今人的观点来看，既然批评与鉴赏有密不可分的一面，而

《知音》篇正是把二者紧密结合起来论述的，则称之为古代

的文学批评论或鉴赏论都是可以的。”② 实际上，这些争论

并非没有意义，这表明当下文学批评在逐步实现现代化的过

程中，人们对文学批评的意识的自觉。各人的理解和定位不

同，只是源于看问题的角度不一致，并不妨碍别的说法存在

的合理性。本书将其命为 “知音”说，并将其定位为文学

的鉴赏交流理论。何以如此? 后面的研究将会回答这个问

题。

6

①
②

邓新华: 《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观照》，巴蜀书社，2004 年版，第 203 页。
牟世金: 《文心雕龙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 4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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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知音”说产生的背景

中国古代，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了文艺鉴赏的记载。比如

季札观乐、孔子论乐评 《诗》、孟子论 《诗》等。汉魏以

后，司马迁、班固、王逸等人论 《骚》，扬雄、王充评赋，

曹丕《典论·论文》的论文，沈约 《宋书·谢灵运传论》

的作家评传等，文学鉴赏研究已有很多，但对文学鉴赏从理

论上进行系统的总结是到齐梁时刘勰的 《文心雕龙》才开

始的。①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刘勰的所谓 “文学”并不是

我们今天意义上的 “文学”。在他那里， “文学”包含骚、

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等三十五种文体。对这

些文体的系统的鉴赏理论集中体现在 《文心雕龙·知音》

篇中。显然，“知音”说出现在齐梁之际，是文学史发展的

必然要求，也是刘勰个人自觉意识的结果。

其一，“文学的自觉时代”势必产生读者的 “自觉”意

识和接受的 “自觉”意识。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史

上一个大分裂、大动乱，而且又是大融合的时期。建安文学

的出现，不仅以其丰硕的成果雄视千古，更以其崭新的面貌

开始了 “文学的自觉时代”。在思想方面，经过汉末大乱，

儒学在众多知识分子头脑中所产生的禁锢力量大大减弱，文

人思想活跃，在创作中无拘无束地自由抒发情志的状况已较

为普遍。《文心雕龙·时序》描写了众多文人 “傲雅觞豆之

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慷慨

7

① 牟世金: 《雕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版，第 2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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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等，都说明了他们纵情高歌，已无

以往“寓训勉于诗赋”的痕迹。至于像曹植那样身为王侯

的作者，则高唱“滔荡固大节，世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

无愿为世儒” ( 《赠丁翼》 ) ，更是看不出还有多少儒家思想

的束缚。与西汉作家的 “匡谏之义，继轨周人” ( 《文心雕

龙·明诗》 ) 、东汉文人的“华实所附，斟酌经辞” ( 《文心

雕龙·时序》 ) 相比，建安文人的思想可谓得到了大解放。

伴随着思想解放而来的文学的自觉表现是自上而下的文人创

作热情的空前高涨，“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 文帝以

副君之重，妙善辞赋; 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 ( 《文

心雕龙·时序》 ) 。众多作家或 “综其斐然之思”，或 “展

其翩翩之乐”，或“纵辔以骋节”，或“望路而争驱”。这种

积极的创作劲头充分体现了前所未有的 “自觉”性。据胡

应麟统计，“自汉而下，文章之富，无出魏武者，集至三十

卷，又逸集十卷，新集十卷。古今文集繁富，当首于此。陈

思集亦五十卷，魏文二十三卷，明帝十卷”; “繁钦、陈琳、

王粲皆有集十卷”，而 “西汉前无集名”，两汉有集者寥若

晨星，最多的 “独孟坚集十七卷”。① 这个鲜明的对比颇能

说明建安文学之昌盛。从建安至晋宋，诗文创作之盛有增无

减。宋文帝时，于儒学、玄学、史学三馆之外另立文学馆，

这为文学摆脱儒学的束缚而独立发展奠定了基础。到了南

朝，文学创作的发展更是由于历代帝王的爱好和提倡②达到

了“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 ( 钟嵘 《诗品

8

①
②

［明］ 胡应麟: 《诗薮·杂编》卷二。
刘师培: 《中国中古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62 年版，第 71 ～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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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的狂热程度。初识文字的儿童就努力作诗，因而这

时士族文人中出现 “家家有制，人人有集” ( 萧绎 《金楼

子·立言》 ) 的盛况是不足为奇的。诗文创作的大量问世，

必然促使读者之 “自觉”意识和接受之 “自觉”意识的产

生。如萧绎所云:

诸子兴于战国，文集盛于两汉，至家家有制，

人人有集。其美者足以叙情志，敦风俗; 其弊者只

以烦简牍，疲后生。往者既积，来者未已，翘足志

学，白首不遍; 或昔之所重今反轻，今之所重古之

所贱。嗟我后生博达之士兵，有能品藻异同，删整

芜秽，使卷无瑕玷，览无遗功，可谓学矣。①

文集越来越多，一个人穷其毕生之力也未必读得完; 而

这些作品又良莠不齐，芜秽丛生，因此读者就必须加以权

衡，去芜存精，有选择地接受，才能于己于社会有益。当

然，对文学作品的鉴赏之论当时不是没有，而是过甚过滥。

随着“家家有制，人人有集”的出现，“家有诋诃，人相掎

摭” ( 刘知几《史通·自序》 ) 的情形也随之而起。在这空

前繁荣的文学创作面前，人们对作品的态度有如钟嵘 《诗
品序》所言: “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

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

竞起，准的无依。”这固然可以看作读者之 “自觉”与接受

之“自觉”的体现，然而，文学鉴赏成为达官贵人在 “博
论之余”各随所好、毫无标准的信口雌黄，不免让人心生

遗憾。这都是因为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所致。因此，建立正

9

① ［南朝梁］ 萧绎: 《金楼子·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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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评价标准和系统的鉴赏理论是澄清当时文学鉴赏之混乱

局面的必然要求。

其二，文学创作与鉴赏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与识原是

一家眷属”①，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鉴赏的帮助。没有鉴

赏的推动，就没有艺术家的创作冲动和创作水平的提高; 没

有鉴赏者的发掘与推荐，文学作品中的隐含意义就难以被发

现和释放，艺术价值就很难为社会所洞察。因此，《文心雕

龙·知音》篇末尾赞云: “良书盈箧，妙监乃订。”优秀的

作品虽已大量产生，然必待高明的鉴赏家才能评定。否则，

让那些“王公晋绅之士”在茶余饭后 “随其嗜欲”，任意是

非，必然会对文学创作产生不良影响。《文心雕龙·乐府》

云: “若夫艳歌婉娈，怨志诀绝，正响焉生! 然俗听飞驰，

职竞新异。雅咏温恭，必欠伸鱼睨，奇辞切至，则拊髀雀

跃。诗声俱郑，自此阶矣!”从齐梁时期的创作情形来看，

刘勰反对 “诗声俱郑”固然有其保守的一面，却也不无道

理。倘若雅正的作品使人昏昏欲睡，鄙俗的作品使人高兴得

手舞足蹈的现象肆意发展，文学秩序就会混乱。显然，读者

的喜好对文学创作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引导作用，任何作者都

不能不考虑自己的读者对象，但是否随波逐流，为迎合

“俗听”而“职竞新异”，并不是每一个作者都能明辨自省

的。这就需要有正确系统的文学鉴赏理论来指导创作和鉴

赏。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言: “详观近代之论文者

多矣! 至于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玚《文论》、陆

机《文赋》、仲洽《流别》、宏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

01

① ［清］ 张晋本: 《达观堂诗话》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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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路: 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

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 《典》密而不周，陈 《书》辩而

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

而少巧，《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干之徒，吉甫、士

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

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这一段论述充分表

明了刘勰对当时文人在文学鉴赏和评论中普遍存在的片面、

主观、浅薄等不良倾向的清醒认知，并从宏观的视野上指

出，只有树立正确的鉴赏理论，出现高明的 “知音”者，

才能真正辨别出作品的价值，从而改变论文 “深废浅售”

的局面，促进作家扭转 “随华习侈，流遁忘反” ( 《文心雕

龙·风骨》 ) 的创作偏向。

其三，历代文学鉴赏的实践和经验积累为 “知音”说

的形成和建立奠定了基础。张少康的 《知音论———论文学

的欣赏与批评》一文对此有过全面的分析。在刘勰之前，

孟子、王充、曹丕、葛洪等人对文学鉴赏的态度和方法的论

述已经较为深刻。孟子提出“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鉴

赏方法，其实质就是要求鉴赏者客观地鉴赏作品，避免

“断章取义”而曲解诗歌的本意，这对刘勰 “知音”说的提

出是有启发意义的。王充在《论衡》中对当时 “贵古贱今”

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和有力的批判: “夫俗好珍古

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

是非，不论善恶而徒贵古，是谓古人贤今人也。”而实际

上，“才有浅深，无有古今; 文有真伪，无有故新” ( 《论
衡·案书》 ) 。可见，主张以作家的实际才能与作品的实际

水平来论优劣，而不以古今论高下是王充论文一个非常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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