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前
　
言

前　言

作为中国近代政治、军事以及文化史上长期以来备受关

注与重视的显赫人物，曾国藩并不是一个文体学家，也几乎

没有专门的文体论篇章，但是，其日记、书信、读书笔记以

及文章选本等中却体现了丰富的文体观。虽然这些观点是零

散的、感悟式的，深深烙着主观的印记，但其中闪耀的真知

灼见的光芒却难以掩盖。整理这些文体观，分析其中的优胜

处，是一项发掘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工作，使人兴奋、

快乐。

刘勰言：“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曾国藩却能做到不以

体废文，优则取之，虽亦有己之偏好，却能 “无私于轻重，

不偏于憎爱”，体现了其 “博观”的文章视野以及开阔、公

正的心胸。与此相连，曾国藩认为骈散相通、“通一艺而通

众艺”，故写作练习应众体兼顾， “行之有常，将来百川分

流，同归于海”。

曾氏 《经史百家杂钞》是一部极具特色的文章选本，其

最大特色在于一反自 《文选》以来总集不收经、子、史的传

统，将经、子、史传文收录于各体文章之端，以真正 “尊

经”，同时，使经、子、史传文更便于学习、揣摩，充分发

挥其文章源头与表率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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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该书中，曾氏还为我国古代文体论带来两项重大突

破：其一，门下设类，类下括体，文体分类门、类、体三级

而成，条理清晰，逻辑严密，括体详尽，真正实现了我国古

代文体分类的以简驭繁，化繁为简；其二，将文体分类标准

统一于功用，在中国古代第一次从整体上实现了文体分类标

准的统一。

对奏疏、赋、序、铭、八股文等文体，曾国藩也皆有独

到的认识与写作心得。如将时文 “典”“显”“浅”三字诀应

用于奏疏的写作；将训诂融入赋作，提倡 “以精确之训诂，

作古茂之文章”；直指时弊，反对赠序、墓志铭的过谀，要

求实事求是；认为八股文亦应趋时，对策勿空等。 “廓大”

的学术、文章视野，公正的态度，大胆的指称，务实的追求

使这些文体观熠熠生辉，引人注目，即使在今天，亦难否其

中的正确与科学性。

是强烈的经世致用思想，开阔的学术视野，精深的为文

功夫，坦荡、公正的心胸铸就了曾国藩文体观中的耀眼光

芒。苏轼云，“文如其为人”，考辨曾氏文体观，亦宛若得见

其人：渊博、开阔，务实、严谨，公正、坦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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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曾国藩的历史地位及研究概况

曾国藩 （１８１１—１８７２），原名子成，字伯涵，号涤生，

谥文正，湖南湘乡人，生活在鸦片战争前后的６２年时间里，

经历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代。“这正是中国社会转

型时期，是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之间的矛盾开始

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矛盾的时期，是中西文化大冲突和大交

汇的时期，是封建社会全面衰败和资本主义开始在中国产生

的时期，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炽的时期，是中国社会几

千年未有之 ‘奇变’‘巨变’的时期。”① 而曾国藩正是这个

关键时刻的重要人物之一。他以文人统兵镇压太平天国起

义，战 “功”显赫，声名鹊起，一时誉满朝野，官至两江、

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一等毅勇侯。身居高位而领先实

践洋务运动，处理一系列涉外要事等。正是由于所处历史时

刻的关键性和所居地位的重要性，曾国藩在吏治、军事、经

济、外交等方面的举措，使他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近代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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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徐泰来：《论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载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
报》，１９９５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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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显赫而又颇具争议的人物。可以说，一部曾国藩评价史

就是一部血泪毁誉史。时代不同、阶级立场不同、角度不

同，对他的评价就会不同：曾国藩在世时为朝廷高度褒扬，

被誉为 “中兴勋臣冠者”，立功、立德、立言三立完人；戊

戌变法、辛亥革命时期，由于反革命民族主义和反满民族主

义的酝酿和发展，对曾国藩开始毁誉兼有，评价参差不齐；

辛亥革命失败到五四运动时期，曾国藩在文化层面赢得了全

国知识界的普遍推崇；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到１９５７年，曾国藩

在大陆被全盘打倒，被称为 “汉奸” “刽子手” “卖国贼”

“反动头子”等；１９５７年至１９７８年，对曾国藩的研究与评

价进一步成为 “禁区”，无人涉足，而这两个时期，台湾地

区学界则一定程度受蒋介石对曾国藩褒举的影响，全盘肯

定、褒扬曾国藩，誉之为 “圣人”“完人”；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在大陆，一段时间内曾国藩仍处于被总体否定的

地位，如１９８８年朱东安发表 《评曾国藩在近代史上的作用

和影响》一文，仍然从文化、洋务运动、军政改革等方面总

体否定曾国藩，但在此期间，曾国藩的某些方面开始得到肯

定；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终于迎来曾国藩评价史上的又一个春

天———曾国藩基本上被全面肯定，如１９９５年徐泰来教授发

表 《论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一文，从镇压太平天国、

中国近代化、主要外事问题的处理等方面总体肯定了曾国

藩，认为 “曾国藩虽有一定的历史罪过，但其历史地位应划

在近代进步和爱国人物之中，而且其重要性在中国近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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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６０年里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①。以上主要是将曾国藩作

为一个政治人物来评价。在文化层面，曾国藩历来被认为是

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理学最后一儒，儒家文化晚期的

代表人物，因而曾国藩作为一个文化人物亦随着不同时代、

不同阶级的文化立场而相应地被毁誉。但是，曾国藩的治

学、治家方法却是任何时期 （除 “禁区”时期外）、任何阶

级、任何人都一致褒扬推崇的。

曾国藩作为中国近代政治、军事、文化史上如此显赫而

又颇具争议的人物，自１８７２年逝世以后，世人对其著述、

资料的整理、编辑出版及研究就一直不断 （当然 “禁区”时

期除外）。其著述面世的有多种版本的全集类、专辑类、年

谱大事记、选编类等，丰富、全面。至２００６年，至少有１１

位不同的作者写作了曾国藩传记，关于曾国藩的研究著作在

５０种以上。１９９５年以前就已经出现过两次 “曾国藩热”：一

是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据统计，这一时期出现了关于曾国藩的

各种著述４０多种，曾国藩的影响甚至波及海外，如日本川

崎三郎著 《黄种之四大伟人》就将曾国藩列为其中之一；二

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在文化界、政界、商界掀起了 “曾国藩

热”，如１９９４年台湾地区主办了 “曾国藩双甲子学术纪念活

动”②，１９９５年１１月在曾国藩的故乡———湖南双峰 （原湘乡

县）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曾国藩学术研讨会，全国包括台湾地

区在内有１７个省市及韩国的专家、学者共１００余人出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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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徐泰来：《论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载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
报》，１９９５年第５期。

参见薛麒麟：《“曾国藩热”透视》，载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９５年第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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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盛会，主要探讨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等问题。从中国

知网收录文献的情形看，１９９４年以后关注曾国藩的文章数

量呈飞速上涨趋势。８０年代初每年仅有几篇文章，１９９４年

则跃至４０多篇，１９９５年即第二次 “曾国藩热”之时，已有

关注文章９０多篇。１９９７年以后，对曾国藩的关注稍有回

落，但仍然保持在每年３０～６０篇文章。２００３年以后对曾国

藩的关注再次升温，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６年关注文章已达每年

１００篇左右。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４年，曾国藩关注热继续上升，

以曾国藩为主题词的关注文章每年为１５０～２００篇，关注热

度可以说是前两次 “曾国藩热”的数倍以上。并且关注范围

非常广泛，从对其历史功过、是非问题的探讨，对其历史地

位与作用的评定，到对其官宦、吏治思想与实践，军事、战

略思想与实践，外交思想，洋务思想，家教思想，人才思

想，养生思想，理学经世思想，修身之道，伦理思想，学术

思想，治学之精神与方法，文化人格，哲学思想，海防思想

与实践，后勤保障思想，书论，古文理论，诗论等的研究，

到关于他与湖湘文化、中国近代教育、近代中国出版、近代

中国军事变革和近代化、近代中国思想史、近代中国留学事

业、近代中国科技等关系的研究，近年还出现了曾国藩研究

的新视域———曾国藩的档案意识等。曾国藩研究俨然已经成

为一门 “学问”，而且是一门显学。在中国近代史上，如此

受到长时期的广泛关注与重视的历史人物是少有的。

二、曾国藩的文论成就及研究简况

曾国藩一生留下了计千万言的文字，有诗作、文章、日

记、奏议、书信以及编纂的 《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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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其中阐述或反映曾国藩文艺思想的文字所占分量相当

大。曾国藩的文艺成就历来被人们高度褒扬，他在世时为咸

同文人所归向，被桐城派传人誉为 “文章领袖”；逝世后亦

被给予很高的评价。其弟子黎庶昌在 《续古文辞类纂叙》中

高度评价曾国藩：

湘乡曾文正公出，扩姚氏而大之，并功德言为一

涂，挈揽众长，轹归 （有光）掩方 （苞），跨越百氏，

将遂席两汉而还之三代，使司马迁、班固、韩愈、欧阳

修之文绝而复续，岂非所谓豪杰之士，大雅不群者哉！

盖自欧阳氏以来，一人而已！①

其认为曾国藩胜过归有光、方苞，能与欧阳修比并。如

果说门人有过誉之嫌，那么，曾经试图为太平天国出谋划

策、学贯中西的近代思想家、教育家王韬也曾说，曾国藩

“文学足以并孔、邢、欧、曾而无愧色”②。日本学者青木正

儿赞誉曾国藩是虽受桐城派洗礼，但能摆脱桐城弊病，别树

一帜的 “一代卓越的古文家”③。２００１年国学大师钱仲联主

编 “明清八大家文选丛书”，将曾国藩与明朝刘基、归有光、

王世贞，清朝顾炎武、姚鼐、张惠言、龚自珍七大家并列。

同时，曾国藩还被认为是近代诗歌史上的重要人物，是晚清

几个重要诗派中影响较为深远、成就较高的宋诗运动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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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叙》，《拙尊园丛稿》，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
刊》（第８辑），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３年版，第７６册，第８０页。

王韬：《重刻 〈曾文正公文集〉序》， 《弢园文新编》，香港：三联书店，

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３７页。
［日］青木正儿：《清代文学评论史》，杨铁婴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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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如，钱基博先生在 《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所说：“晚清

名臣能诗者，前推湘乡曾国藩……国藩诗学韩愈、黄庭坚，

一变乾嘉以来风气，于近时诗学有开新之功……国藩识巨而

才大，寓纵横诙诡于规矩之中，含指挥方略于句律之内，大

段以气骨胜……”① 钱基博先生不仅高度评价了曾国藩的诗

歌创作，而且指出了他在宋诗运动中的领袖地位。曾国藩在

清朝晚期文坛上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与他身居要位

密切相关。正如清末民初文坛著名人士陈衍 （１８５６—１９３７）

在其 《近代诗钞》序中所指出的：“有清三百余载，以高位

主持诗教者，在康熙曰王文简，在乾隆曰沈文悫，在道光、

咸丰则祁文端，曾文正也。”②　曾国藩不仅被誉为文学家，

近代诗歌、散文史上的重要人物，还被誉为书法家。祝嘉编

著的 《中国书学史》就将曾国藩列入其中。

曾国藩在文艺创作实践领域成就如此之高，地位如此之

重，但在他本人看来，其文艺理论成就要高于其创作实践成

就。他生时多次感叹自己于诗、文、书之 “道”“门径”多

有所得，只是无暇未专，“不克卒业”“憾吾能知之而手不能

为之耳”③ （庚午正月日记）。他自信于古文之道 “能识古人

堂奥”“十分已得六七”④ （辛酉正月日记），只是 “惜无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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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６７
页。

陈衍：《近代诗钞》，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５年版，序第１页。
［清］曾国藩： 《曾国藩家书·家训·日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４年版，第５８３页。
［清］曾国藩： 《曾国藩家书·家训·日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４年版，第５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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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岁月竟其所学耳”① （辛酉正月日记），等等。当然，后人

对曾国藩文艺理论的成就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如认为 “曾

国藩的古文理论不仅集桐城派之大成，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

看作是对于整个中国古文理论批评的一次小结”②。在诗论

史上，曾国藩也被认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实际上，无论是曾国藩的文艺创作还是文艺理论思

想，虽然历来都被高度褒举，但一直都只是笼统地褒扬。相

对于曾国藩这个研究客体其他方面的研究来看，对曾国藩文

艺创作和文艺理论思想的深入研究，长期以来处于被忽视的

状态。学界对曾国藩文艺思想的研究开始较晚，始于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初，虽然不断发展，但到２００６年为止还基本处于

一种研究少、断续、零散，专注于某个方面，缺乏全面性、

系统性，没有形成争论的研究状态。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曾

国藩的古文理论上，对诗论的研究较少。对古文理论的研究

又主要集中在曾国藩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上，除

此之外，就是对曾国藩一些主要观点的探讨，如重经济、重

义理、汉宋兼容、道文兼尽、骈散相通、古文八字诀、古文

四象、文气论、“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等观点以及

曾国藩对 “阳刚之美”“珠圆玉润”等风格的追求等。较为

深入的是对曾氏读书方法、阅读理论的研究。从中国期刊全

文数据库收录论文的情况来看，２００６年之前对曾国藩文艺

思想的研究较为集中的有三个年份：其一是１９８５年，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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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清］曾国藩： 《曾国藩家书·家训·日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４年版，第５７６页。

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下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４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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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篇，这一年基本处于对曾氏文艺观点进行初步归纳整理的

起步阶段；其二是１９９６年，在１９９５年１１月湖南双峰召开

的全国第一次曾国藩学术研讨会上，与会者递交了１０余篇

有关曾氏文艺思想的论文，曾氏的对联观、书法观等开始受

到关注；其三是２００１年，论文８篇，曾氏古文观与诗学观

开始被连成一个整体来看待。此后至２００６年，虽然对曾国

藩其他方面的关注相当多，但是对其文艺思想的研究却基本

停滞。而２００６年之前，对曾国藩文艺思想进行系统研究的

成果基本上没有。曾国藩文艺思想研究的这种状况与曾国藩

并没有将其文艺方面的见解与主张写成系统的理论著作，而

是散见于其数量庞大的各类著述之中，造成研究者收集原始

材料比较困难有关；同时也与曾国藩的文艺思想本来就比较

散有关。

２００６年以后，随着曾国藩著述的全面整理、出版和面

世，曾国藩的文艺思想也逐渐受到更多的关注。２００６年至

２０１４年间，曾国藩文艺思想研究的主要成果有：博士学位

论文 《曾国藩诗文思想研究》①《曾国藩与桐城中兴》②《曾国

藩与道家思想》③；硕士学位论文 《曾国藩的文体观研究》④

《曾国藩文学思想研究》⑤ 《近代转型中曾国藩的文艺思想》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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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代亮：《曾国藩诗文思想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０年。

邰红红：《曾国藩与桐城中兴》，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８年。

彭昊：《曾国藩与道家思想》，湖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０年。

吴未意：《曾国藩的文体观研究》，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６年。

胡影怡：《曾国藩文学思想研究》，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６年。汪
磊：《曾国藩文学思想研究》，安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７年。孙竞：《曾国
藩文学思想研究》，重庆工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３年。

刘情：《近代转型中曾国藩的文艺思想》，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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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文学思想探析》①《曾国藩古文文体论研究》②《曾国藩

〈经史百家杂钞〉编选特色的研究》③ 《曾国藩的文化情怀及

其散文理论与实践》④ 《论曾国藩对联》⑤ 等；期刊论文 《曾

国藩诗文鉴赏论》⑥《曾国藩诗学理论平议》⑦《论曾国藩的宋

诗宗趣》⑧ 《曾国藩对姚鼐学术思想、古文理论的改造与创

新》⑨《曾国藩文论浅札》瑏瑠《曾国藩赋学观点试探》瑏瑡 《论曾国

藩的古文理论》瑏瑢 《曾国藩的诗文作家论》瑏瑣 《以精确之训诂，

作古茂之文章———论 〈曾国藩家书〉文论思想中的训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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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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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瑢

瑏瑣

刘兆军：《曾国藩文学思想探析》，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０年。

谢鹏：《曾国藩古文文体论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３年。

左政：《曾国藩 〈经史百家杂钞〉编选特色的研究》，广西师范学院硕士
学位论文，２０１３年。

倪冬霞：《曾国藩的文化情怀及其散文理论与实践》，青海师范大学硕士
学位论文，２０１２年。

张小华：《论曾国藩对联》，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７年。

龙志坚、张静： 《曾国藩诗文鉴赏论》，载 《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２００６年第６期。

黄伟：《曾国藩诗学理论平议》，载 《文学遗产》，２００６年第６期。

郭前孔： 《论曾国藩的宋诗宗趣》，载 《东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２００７年第６期。

李和山：《曾国藩对姚鼐学术思想、古文理论的改造与创新》，载 《苏州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许丽英：《曾国藩文论浅札》，载 《学海》，２００７年第５期。

孙福轩：《曾国藩赋学观点试探》，载 《船山学刊》，２００７年第３期。

金庆国：《论曾国藩的古文理论》，载 《第三届全国桐城派学术研讨会论
文集》，２００７年。

翔云：《曾国藩的诗文作家论》，载 《孝感学院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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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①《试论曾国藩的奏疏文体观》②《曾国藩文艺思想拾零》③

《曾国藩的散文创作与文学批评》④ 《汉宋之争与曾国藩对桐

城古文理论的重建》⑤ 等。总之，２００６年以后，对曾国藩文

艺思想的系统研究逐步展开，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三、研究现状及研究缘起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曾国藩的文体观。众所周知，文体在

中国古代文论中有两层含义：一指文章的体裁、体制，一指

文章的风格。赵毅衡先生从符号学视角将 “体裁”定义为

“符号文本的文化类别” “文本的文化分类程式”⑥ “文本与

文化之间的 ‘写法与读法契约’”⑦。简单而言，体裁即指

在具体的应用语境中使用的文本样式，它在语言形式、篇

幅、内容、组织结构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规定性。“风格”一

般指 “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作家创作个性”⑧。刘勰 《文心

雕龙·体性》中的 “体”， 《文心雕龙·序志》 “去圣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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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赵永刚：《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论 〈曾国藩家书〉文论思想
中的训诂观》，载 《贵州文史丛刊》，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程伊杰：《试论曾国藩的奏疏文体观》，载 《许昌学院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６
期。

朱剑宇：《曾国藩文艺思想拾零》，载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２０１１年
第４期。

张思齐：《曾国藩的散文创作与文学批评》，载 《中国文学研究》，２０１２年
第４期。

武道房：《汉宋之争与曾国藩对桐城古文理论的重建》，载 《文学遗产》，

２０１０年第２期。

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２６页。

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３９页。
《文学理论》编写组： 《文学理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６８页。



绪
　
论

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① 中的 “文体”，唐代日僧

遍照金刚的 《文镜秘府论》 “论体”② 篇中的 “体”皆指风

格。实际上，一定体裁的文章有与其相应的一定的风格特

征，所以两层含义关系密切。本书所论 “文体观”限于文章

的体裁、体制层面，若将标题更为 “体裁观”，则嫌狭窄，

且 “体”更合古人说法，故采用 “文体观”，特此说明。

曾国藩骈散相通的文体主张虽然早为学术界提起，但对

曾氏文体观的全面系统的研究在２００６年以前基本上是无人

涉足的处女地。２００６年以后，曾国藩文体观研究陆续展开，

主要成果除２００６年的 《曾国藩的文体观研究》外，２００７年

以后主要有 《曾国藩古文文体论研究》《曾国藩 〈经史百家

杂钞〉编选特色的研究》《曾国藩的文化情怀及其散文理论

与实践》《曾国藩赋学观点试探》 《试论曾国藩的奏疏文体

观》等论文。 《曾国藩 〈经史百家杂钞〉编选特色的研究》

一文注重对 《经史百家杂钞》作为文章选本编选特色的系统

研究，对其中的文体观关注较少且浅，主要指出了选本重视

公文等应用文体与注重功效之类比较明显的文体观，对 《经

史百家杂钞》中较为细致的文体观的研究较为欠缺。《曾国

藩的文化情怀及其散文理论与实践》一文仅粗略提及曾国藩

对政论文、叙事文、日记体写作的一些观点。此两篇论文并

非专门研究曾国藩的文体观，虽然对曾氏文体观有所涉及，

但明显缺乏系统性与理论深度。《曾国藩赋学观点试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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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王运熙、周锋： 《文心雕龙译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４６１页。
［日］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论体》，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０年

版，第１５０～１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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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曾国藩的奏疏文体观》二文对曾国藩赋与奏疏两种体裁的

观点进行了专门研究。《曾国藩古文文体论研究》是曾国藩

文体观研究较全面、系统的成果。该文从体裁与风格两方面

分析了曾国藩的古文文体论，从接受者与写作者两方面分析

曾国藩的古文体裁论。在接受者层面，主要分析了曾国藩对

奏疏、赋、时文、墓志铭四种体裁的要求；在写作者层面，

主要分析了曾国藩对经史百家辞的广泛重视以及认为古文之

道骈散相通的观点。论文还简单探讨了 《经史百家杂钞》的

编选及其体裁学意义。该论文对曾国藩文体论的观照具有一

定的全面性，但仍存在一些缺陷，如，该论文流于观点梳

理，缺乏深层次的理论分析与思想原因的探讨，因此内容比

较单薄。

综观２００７年以后曾国藩文体观研究的诸多成果，我们

深感对曾国藩文体观仍需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因

此，本书意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总指导方法

下，运用美学和系统的方法，从宏观、微观、纵向、横向多

方位进一步深入探讨曾国藩的文体观，以进一步推进曾国藩

文艺思想的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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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曾国藩文体观总论

第一节　中国古代文体及文体论概述

一

首先，我们必须澄清中国古代 “文”“文学”“文章”等

概念的具体内涵。“文”“文学”“文章”的内涵在我国古代

不是一成不变、单一的，而是不断变化、几种含义同时并存

的。“文”早在先秦就出现了，最初是象形字，象纹理纵横

交错之形，即 “文”的本义是交错的意思，如 《诗经·小

雅·六月》中 “织文鸟章，白旆央央”① 之 “文”。后来，

“文”多引申为学问的意思，如 《论语·雍也》中 “君子博

学于文”②之 “文”等。“文学”一词最早出现在 《论语·先

进》中：“文学，子游、子夏。”③ “学”是 “学识”，“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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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诗经·小雅·六月》，《诗经鉴赏辞典》，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
年版，第３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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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９８页。
《论语·先进》，孙钦善译注：《论语注译》，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９０年版，

第１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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