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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玲和我在华中师范大学攻读文艺学硕士学位的时候，我们

同在邱紫华先生门下受教。她的兴趣所在，是雕塑艺术和诗歌艺

术的研究。我们合著的《诗性的智慧》一书，包含有她对雕塑艺

术的探讨。眼前的这本《超越与自由——中国古典诗歌的魅力》，

则是她研究诗歌艺术的最新成果。 

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

的地位。 

从思维方式上讲，如果说诸子百家是作为抽象思维成果的理论

文化的核心和基础的话，那么，古典诗歌则是作为意象思维成果的

艺术文化的核心和基础。在音乐、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小说、

戏剧、诗歌等艺术门类中，诗歌是创作成果最丰、艺术水平最为成

熟的门类。不仅如此，诗歌的思维方式还极大地影响着其他艺术门

类。可以说，中国艺术是诗性艺术。古代的艺术家们，早就注意到

诗乐一体和诗画一律的现象，并对此现象作过深入的思考。诗、书、

画联璧的作品，诗、书、画兼通的艺术家，在中国文化史上屡见不

鲜。在中国的园林建筑和民间建筑中，可以经常看到诗歌、雕塑、

绘画的融合，更不必说建筑、雕塑和绘画中诗意的表现了。中国的

戏剧实际上是诗剧。中国的小说，不仅可见诗词的吟咏，而且弥漫

着诗的氛围。《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四

部古典名著可以为证，而《红楼梦》尤为突出。所以，不懂中国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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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诗歌的思维智慧，就很难把握中国古典艺术的精髓和核心。 

进一步说，在中国的宗教文化和理论文化中，也不乏诗歌的

影响和诗意的渗透。不谈深层的影响，单从直观的角度看，不是

有人说，《老子》是一部哲理诗吗？不是还有人说，佛教的偈语是

含佛理的诗吗？既然如此，古典诗歌的研究，对于宗教文化和理

论文化的研究，也就不无补益了。 

因此，林玲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选题，是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的。这本书宏观的视角，高屋建瓴的气势，体现了作者非凡的理

论勇气和把握全局的能力。作为同窗，我感到欣慰和鼓舞。 

在众多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论著中，这本书有新的探索。最

重要的探索，是它的理论创造。全书由十种理论构成，包括性情

论、意象论、悲欢论、风骨论、外境论、意境论、真美论、自然

论、刚柔论、复变论。以性情论为主线，构成古典诗歌论的有机

整体。其中，性情论、悲欢论和风骨论，探索古典诗歌的内在质

素：以表现主观性情为主，侧重性情中的悲感，注重表现性情中

的人格精神和思想。意象论、外境论和意境论，论述古典诗歌的

艺术表现：用美丽的意象表现性情，肯定外境对表现性情的作用，

以意境创造为性情表现的终极目标。真美论、自然论和刚柔论，

论述古典诗歌的审美意蕴：真美即人的自由本性之美是诗的美质，

不显雕琢的自然天成之美是诗歌审美创造的最高境界，阳刚之美

与阴柔之美是古典诗歌最重要的两种审美类型。复变论则是揭示

古典诗歌的演变脉络，重视传统是为复，强调创新是为变。 

这些理论让我们看到中国古典诗学的深刻影响，显示了与西

方古典文艺理论的不同渊源。如西方有重客观的摹仿论，中国有

重主观的性情论，西方有注重情节冲突的悲剧论，中国则有注重

情感哀怨的悲歌论；西方有偏重理性的理念论，中国有偏重直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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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境论。西方论审美类型，有崇高和优美两个范畴，中国论审

美类型，则有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两个概念。 

中西方理论有相通的地方，但更多的是差异。书中的理论阐

述，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虽然同时也有西方文艺理论的借鉴，但

主要是在继承中国诗学传统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创新。 

在研究方法和阐述方法上，林玲采用传统的实证方法，通过

对古代诗歌作品和诗歌理论的引述、分析和发挥，来证明和阐明

自己的观点。让我们感觉到书中的理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扎

实的基础和依据。在对经典作品的分析鉴赏中，时时可见作者的

独到见解。当然，书中的观点只是作者的一得之见，有待进一步

探究的地方还很多。 

林玲的写作风格我是熟悉的。她深入浅出的表述，有很强的

可读性。对于古典诗歌的研究者，书中提出一些有深度的问题，

可以引起讨论和深入的研究。由于它既有理论的阐述，又有大量

经典作品的分析鉴赏，所以对于广大的古典诗歌爱好者和学习者，

无疑是一本很好的入门书。而我们从事语文教育的老师们，免不

了古典诗歌的教学，本书将是这方面得力的助手。 

总之，这本书是值得一读的。这里附带说几句题外话。作为教

育工作者，我建议让青少年多接触一点中国古典艺术，特别是中国

古典诗歌。因为无论是思想教育，还是美育，它们都是绝好的教材。 

是为序。 

 

潘世东 

〇二 一二年六月 

（作者为湖北郧阳师范专科学校副校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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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诗国，诗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如果没有《诗经》、

《楚辞》，没有唐诗、宋词、元曲，中国文化将是一个什么样的面

貌？可以肯定地说，那将是不可弥补的残缺。人们会认为，中国

人情感和想象的世界是那样的贫乏，中国文明是一个缺少情感和

想象的不完全的文明。因此，既然我们尊重中国传统文化，那就

必然要尊重中国古典诗歌，要仰慕它，热爱它，欣赏它，研究它，

探寻它的魅力所在。 

中国古典诗歌的魅力是独特的。它不仅不同于古希腊的荷马

史诗，而且也与近代德国的《浮士德》迥然相异。西方诗歌有漫

长的叙事传统，而中国古典诗歌则全都是抒情诗。即使其题材是

写景、状物、叙事，而其宗旨仍在抒情，是借景言情、借物言情、

借事言情。它的魅力在于以情动人，在于人的性情之美。它保留

了中国人几千年的情感轨迹，其间的喜怒哀乐，经过艺术化的处

理，显得异常厚重，异常深邃，可以超越时空，感染和启迪一代

又一代的后来人。 

人的性情表现有真善美和假恶丑的歧异。当然，只有真善美

的性情表现才是有魅力的，能感人的。当崇拜自然神和祖先神的

宗教情感笼罩人的精神空间的时候，当君臣父子的封建伦理束缚

着人的精神自由的时候，人的性情处于受压抑、受扭曲的状态，

很难得到自由的表达，很难达到真善美的境界。只有超越宗教迷

雾的遮蔽，超越封建伦理的束缚，人的性情才能获得表达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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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才能看到诗歌中人性的本真和情感的澄明。当然，还有很多

其他的超越，例如超越对生命的平庸感受，去把握生命的悲剧本

质；超越对人生的表层理解，去表现人的风骨之美；超越现实生

活中目迷五色的表象诱惑，去实现无限空间的自由驰骋。超越与

自由，是创造诗歌魅力的源泉和动力！ 

当你走进本书的时候，对于什么是超越、自由和魅力，或许

可以寻找到某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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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性情与意象 
 

 

 

第一节  性情的超越与自由 

 

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特征，在中国传统诗学中有明确的阐述。

较为有名的，如宋人严羽说：“诗者，吟咏情性也。”
[1]
清人李渔说：

“情为主，景是客。说景即是说情，非借物遣怀，即将人喻物。”
[2]

情性，即性情，指人性和人情。这就是说，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

内容，是表现人性和人情。其他叙事、写景、状物等内容，是从

属于表现人性和人情的。 

性情的表现并不是很容易的事。因为在中国古代社会，正常

的人性和人情常常被非人性的社会因素压抑着，得不到正常的表

现。只有突破非人性因素的压抑，诗人才能畅快地歌吟人性和人

情之美。 

中国古典诗歌之所以闪耀着人性和人情的光芒，是因为它经

历了两次超越。一次是在文明时代初期的夏商周时代，超越神性

的遮蔽。另一次是在中央集权制确立的汉朝以后，超越纲常伦理

的束缚。诗人们走出遮蔽、解脱束缚，自由地歌唱着人性和人情，

创造了优美动人的诗篇。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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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超越神性，表现人性之美 

公元前 2070 年左右夏王朝建立，中经殷商，到公元前 771 年

西周王朝结束，是中国历史上所谓的“三代”时期。这一时期，

中国进入文明时代，但思想文化深深地打着野蛮时代的烙印，还

处在宗教神学的笼罩之下。人们崇拜自然神和祖先神，而最高神

是“天”或“帝”，它主宰自然界和人间的一切。统治者借用“天

命”维护统治权威，表明自己的意志来自于天帝，民众必须无条

件服从，不能有任何的怀疑和不满。天命观用神性压抑人性，民

众的欲望、情感、意志，屈服在神威之下。这在诗歌创作中也得

到反映。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分风、雅、颂三部

分，雅又分大雅和小雅。其中颂的全部诗篇和大雅中少数诗篇，

是商朝晚期和西周前期祭祀天帝和祖先神的作品。这些作品颂赞

天帝和祖先的权威功勋，充满着神秘和威严。当它们在庙堂的祭

祀中演唱的时候，在那肃穆的氛围中，人们只能对其产生敬畏、

服从等种种屈辱心理，从而诚惶诚恐地任从统治者压迫和剥夺自

己。如祭祀周族祖先后稷的《大雅·生民》，首章是：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

稷。 
 

这一章写道：周族最早的人是姜嫄。姜嫄做了什么事？她祭

祀天帝，祈求天帝让她生育儿子。她终于踏着了天帝的脚印，心

中无比高兴，于是停止了劳作。她怀孕了，生活变得谨慎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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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生下来了，她小心地哺育他。这个孩子就是周族的始祖后稷。 

本来孩子是性爱的结晶，却说成是神的赐予；周族的历史本

来是族人共同开创，却说成后稷的独创，归根结底是神所独创。

人的欲望，人的劳作和力量，都被神力所代替，所抹杀。《诗经》

中的祭神诗，千篇一律，都染上了神性的色彩，如同《生民》一

样。 

《诗经》中的小雅和国风是西周后期至春秋中期的作品。这

一时期，神性文化渐衰，人性思潮渐起。对自然万物万象接近实

际的解释，开始代替对天帝和自然神的崇拜。人们怀疑天帝的神

力，认识到人自身的力量。于是，人的本性，人的欲望、情感和

意志敞开了，坦露了，显示了，在意识中觉醒，并在诗歌中唱出

来。国风和小雅中的诗，已经走出神性的遮蔽，而驰骋于人性的

广阔天地，人性之美于是保留在经典的诗篇之中。 

1、生存欲望和生存情感的敞开 

动物有求生的本能，还有生殖的本能。人类脱离动物界，将

这两种本能升华为生存欲望和性爱欲望，打上了社会存在的烙印。

如果说生存欲望和性爱欲望作为生命的表征，在珍爱生命的意识

中，本来就应当受到尊重的话，那么在艺术中，生存欲望和性爱

欲望表现为生存之美和性爱之美，就不仅仅应当受到尊重，而且

应当受到激赏，受到赞叹，由理性的尊重而进入到审美的陶醉之

中。古人把食和色（即性爱）视为人的本性，现代人把生命和爱

情作为艺术永恒的主题，不是没有道理的。 

国风和小雅中的诗篇不同于颂诗的地方，就是它们天真无邪

地歌唱了人的生存之欲和性爱之欲，从而把那曾经让人敬畏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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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和诸神抛到九霄云外。 

生存之欲，首先是衣食之欲，人们首先关心的是温饱问题。

在劳动制度和分配制度不合理的生存环境下，诗人吟唱着劳动者

的衣食之忧，表达他们的生存焦虑和获得温饱的愿望。《豳风·七

月》是一篇经常被研究者称引的农事诗，它的第一章和第六章分

别表述“农夫”穿衣吃饭的忧虑。我们摘录其中片断：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

无褐，何以卒岁？（《豳风·七月》第一章） 

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直。采荼薪樗，食我农

夫。（《豳风·七月》第六章） 
 

第一章的意思是：七月火星下移，九月主人把为他们做冬衣

的任务交给我们。一月（阴历十一月）寒风呼呼吹起，二月寒气

凛冽。我们连粗麻布做的衣服都没有，怎么才能度过年终？ 

第六章的意思是：七月吃瓜菜，八月吃葫芦，九月拾麻籽吃。

採苦菜当粮食，砍臭椿树当柴烧，主人就是让我们用这些东西来

过日子啊！ 

当贵族（诗中的“公子”）们身穿色彩艳丽的丝质衣裳和狐皮

做的袄子的时候，农夫们却连粗麻布衣服都穿不上。当贵族们喝

酒吃肉（“朋酒斯飨，曰杀羔羊”）的时候，农夫们却没有粮食吃，

甚至用麻籽和野菜来充饥。正是在鲜明的对比中，诗人肯定了农

夫正当的生存欲望，控诉了贵族们压抑人性、摧残生命的丑恶行

为。这种明确的生命意识和人性意识，渗透在朴实无华的叙述和

描写中，使这首诗具有含蓄深沉的人性之美和生命之美。这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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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是那死气沉沉的祭神颂诗所无法比拟的。 

生存欲望引申出劳作欲望，因为只有劳作才能取得衣食，获

得温饱。国风和小雅中的一些诗篇理直气壮地歌唱劳作之美，并

斥责不劳而食的贵族。劳动改造自然，是生命力最集中最顽强的

表现，劳动诗篇是最富有人性、最美的诗篇。《魏风·伐檀》第一

章：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

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

不素餐兮! 
 

砍伐檀树传出坎坎的声音，砍下来的檀树放到河岸边，河水

清澈，被风吹起波纹。不从事耕种和收割，为什么会得到三百捆

粟呢？白天夜晚都不打猎，为什么看到你的庭院里挂着猪獾呢？

你们这些白吃饭的君子啊！ 

檀树木质非常坚硬，斧头砍在上面，声音显现着劳作的吃力。

这坎坎的声音，固然浸透着劳动的艰苦，但同时不也显示着劳动

者的力量吗？所以当劳动的成果堆积在河边的时候，劳动者的心

情是愉快的。心情愉快时，眼前的景物也变得美了。河水是那样

清澈，河面的风是那样宜人，水面的波纹是那样令人陶醉。这是

景物引起的美感，更是劳动引起的美感，是人性之美的显现。劳

动者对君子的责问，是不平，更是自豪，是对人自身生命力的自

信。这是一曲生命力的赞歌！ 

另有《周南·苤苢》、《召南·采蘩》也非常简洁生动。“采采

苤苢，薄言掇之。采采苤莒，薄言捋之。”写的是一群女子结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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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到田野采集苤苢（车前草），干得很欢快。先是一片叶子一片

叶子慢慢摘（掇），干到后来，速度加快了，变成一把一把地抹（捋）。

传神的描写，旨在表现生命的活跃，人性的美好。 

古代有用活人为统治者殉葬的制度，即所谓“人殉”。这是最

惨无人性的制度，可是在那把人的生命不当回事的时代，却被认

为是天经地义的。人的生命意识苏醒了，人性意识复活了，这种

残暴的制度和行为开始受到谴责。据历史记载，公元前 621 年，

秦穆公死，遗嘱杀 177 人为他殉葬，其中包括子车氏三兄弟，即

子车奄息、子车仲行和子车铖虎。秦国诗人痛恨这种暴行，写诗

进行揭露和控诉，这就是《秦风·黄鸟》。其首章是： 
 

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

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

赎兮，人百其身！  
 

黄鸟交交地叫，停在荆棘丛中。谁给穆公殉葬？是子车奄息。

就是这个奄息，他是百中挑一的佼佼者。站在他的墓坑边，我害

怕得发抖。那个苍天啊，你为什么要杀害我们的好人！如果可以

赎身，人们愿意拿百人之命赎出他来。 

我们仿佛看见一个珍爱生命的诗人，站在殉葬的墓坑边，除

了愤怒之外，他只有恐惧和战栗。天，本来是最高神，是万能的，

诗人对它发出质问：你为什么要杀害我们的好人！这是一个觉醒

者的形象，是一个怀疑、鄙视天命的、无限珍爱人的生命的人道

主义者形象。这个形象是美的，是勇者的美，是智者的美，是生

命的美、人性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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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性爱欲望和性爱情感的敞开 

性爱，在颂诗中被遗忘、遗弃了，或说被遮蔽了。到小雅和

国风的时代，它才走出神性的遮蔽，坦露在众多优美的诗篇中。

小雅和国风写了大量的爱情。有终成眷属的爱情，也有只开花不

结果的爱情，那不结果的爱情之花也写得很美。有情投意合的爱

情，也有辗转反侧的单相思。《周南·关睢》之所以那样有名，是

因为它把单相思的痛苦淡化，而把单相思的快乐和享受写得淋漓

尽致。其实，《周南·汉广》那位单相思男子，比《关睢》的男子

更傻，也更可爱： 
 

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汉之广矣，

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高高的灌木丛，砍柴要砍其中的荆条。所爱的那个女子要嫁

给别人了，那迎亲用的马匹正用草料喂着呢。汉水是那样宽，游

泳是渡不过去的。长江长着呢，想用筏子渡江也是不可能的。 

《关睢》的男子虽然是单相思，但那女子并没有出嫁，男子

还可以想象与女子结婚的热闹场面。水中月、镜中花，也能聊以

自慰，获得一种愉悦。《汉广》中的这个男子却是一点希望都没有

了，还在那里痴痴地想着，埋怨汉水太宽，长江太长。这两首诗

写的都是纯情男子，这后一个似乎更纯情。纯情的诗好美！在今

天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哪一位诗人能写出这样纯情的诗呢？难

怪人们常常要发思古之幽情了。 

那时候的爱情不能说没有限制，没有障碍。不过，由于处在

人性开始解放的时代，爱情仍然有较多的自由。诗人表现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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