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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我们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由多民族结合而成

的人口众多的国家。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

业、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发明

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文物古

迹，在科技上有许多重要的创造发明。

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将近 4000 年。从秦、汉时起，中

国就是统一的国家。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分裂是变态的，而统

一是正常的。这表现在统一的时间越来越长，统一的范围越来

越大，统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现在中国是一个拥有近 1000

万平方公里的伟大国家。

中国是国境内各族所共称的祖国。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

都反对外来的民族压迫，为维护民族团结，祖国的统一、进

步，做出过重大贡献。现在，中国境内 56 个民族和衷共济，

中华民族巍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是动员

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光辉旗帜，是推动中国社会历史前

进的巨大力量，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爱国主义情感广

泛渗透于哲学思想「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心理素质、社会观

念、文化传统、价值取向之中。因爱国主义而集合了民族凝聚

力，焕发了全民族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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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离阶段、不同

对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涵。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与社会主

义本质上是一致的。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的基础工程。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对于振奋民族精

神，凝聚全民族力量，团结全国各族人员，自力更生，艰苦创

业，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共同理想而奋斗，具有十分重要

的现实意义。

爱国主义教育是全民教育，重点是广大青少年。《爱国主

义教育实施纲要》指出，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青少年要

抓好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住秀传统文化教育。遵黑这一指示，

辽海出版社组织编写了大型丛书《中华文化百科》。这套丛书

分为历史、文学、艺术、哲学、科技、综合 6 卷，共 100 婿，

每册 10 万字左右。参加写作的，有年逾花甲的教授，也有风

华王茂的博士、藏士，是一批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读者对象

主要是大学和中学学生及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各界人士。因

此，内容力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立足于知识性和可读性，

兼顾到理论性和学术性。在写作过程中，舔了依据累始资科

外，又驳枝、参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

爱国主义是培养"四者"新人的基本要求。对此，要普遍

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

生命力。出版〈中华文化吉科》就是面向广大青少年进有爱国

主义教育的一种形式。这套丛书，可以帮助他们了解中国的悠

久历史，了解中华民族自强不患、百折不挠的发展历程，了解

各族人民对人类文费的卓越贡献，了解先辈们崇高的民族精

神、民族气节和高高的道德?曹操，了解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

深。了解过去，有助于理解现在，展望未来。我们努力使这套

丛书成为广大青少年喜闻乐晃的读物，感染熏窝，潜移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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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浅入深，锤岸渐进，培养爱国主义感情，提高爱国主义的思

想和觉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人生现、赞值观，增强民

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同时提离自身的文化素景。

对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弘扬中华

文化，是薪世纪的伟大工程。我们全体编者、作者有幸能为这

一工程尽微薄之力，感到j无上的光荣和无比的侠慰。工作中的

缺点和错误，恳切希望得到各界人士的指教，以便再板时改

正。

编者

2001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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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我自南北朝时，帝王多崇信佛教，故有"南朝四百八十

寺，多少搂台烟雨中"的诗句。当时，梁武帝每建一寺，常令

名噩家张f曾蘸画壁。 f曾吕系为金霞安乐寺画固自龙，但不点跟

黯。他人琼怪， f曾莓吕答说: "1蹲点上眼睛就会飞去。"众人都

不梧信，一再请求，借露便挥笔给其中两条点了睛。霎砖雷电

大作，二龙磁壁南起，乘云天矫离去。从此留下了一段传说，

也留下了一个"画龙点睛"的成语。后世常用此语比喻文章之

道，或指创作、惨攻时的一二生花妙笔，或指鉴赏、批评中直

抉神髓的一二妙语。

关于文学批评的这一功能，明人袁宏道的《东西汉通蓓演

义序》有十分贴切曲论述:

兹《演义〉一书，萌为而刻?又萌为商评?中郎民

曰:是为明于通俗之义者也。里中有好读书者，缄黠十

年，忽 -8 拍案狂叫曰..异哉!卓吾老子吾师乎1" 客惊

问其故。曰"人言《水浒传〉奇，果奇……若无卓老揭

出一夜精神，那作者与读者，千古俱成梦境。"

在"客"看来，李卓吾对《水济传》的评点，使作品活将起

来，有了"精祷

焉。

文学批评之于文学，如影之黯形。广义地讲，有了文学，

题之就有了文学批评。不过，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拉评是有专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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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它的产生、发展，需要(或至少需要)两块基石。一块是

较为独立、较为繁荣的文学创作，一块是较为发达的思想学

术。当人们从思想学术中为自己设计出应然的社会与人生之图

景时，他们就可能据以批评现实的社会与人生了一一其中自然

包括表现社会与人生，同时也是社会与人生之重要构成的文学

了。

所以，一个民族的文学批评，其品格总是与这个民族思想

文化的总体品格相关联、相一致的。要了解文学批评的特色，

了解其优劣长短，不能不了解其思想文化的大背景:反之，要

全面了解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也不能不了解其文学批

评。

我国的文学批评肇端于先秦，繁荣于六朝，转型于晚明。

这恰与思想史的节奏同步(思想史有两次思想解放之说，即指

魏晋与晚明两个时期)。

关于我国思想史的基本骨架，有所谓"儒道互补"之说。

而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基本骨架，也是由两个方面相互依傍、补

充而构成，这两个方面就是儒家的"政教为先"的功利主义文

学观与道家的"生命为先"的自然审美文学观。

检点我国的思想传统，确与西方淄酒有别。西方的诸如重

逻辑、重理性分析、主客对立、天人两分的思想传统，在我国

均不彰显。而我们的先哲更多的是讲究感悟、讲究立象会意，

是主客相融、天人合一。与此相应，我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与文

学批评也便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的、特色鲜明的面貌。当然，随

着历史的逝川，这一面貌也在踵容而增华。不过，变中自有不

变的骨相在。要识得这份骨相，要领略所增华采，还是让我们

返回到历史逝川的滥筋之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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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秦:混沌初开

在我们开始描述先秦文学批评发展的状况之前，先需做两

项工作，一是大致了解一下当时的思想文化背景。二是调整我

们头搞中国有的衡量文学批评的椅值标尺。

按一般的说法，先秦时代是我自由奴隶制社会的西、东周

向封建专制的王朝一一秦、技过捷的时期，社会各阶级、龄层

之间的矛盾异常复杂、激烈，导致当时社会急犀动荡不安。这

一动荡的茄史黯段在思想文化史上却极富意义和价锺。先秦是

我国历史文化的发辑期，在这一珩段，中国人的心灵世界由上

古时代的渥沌状态逐南走向清辙，清醒的理性精神开始取代持

稳色影戴厚的韧民观念。而在春秋战国的五百年闰，原有的

"奴隶制"纷值体系土崩瓦解，新的价值体系肖未影戚..礼崩

乐坏"的局面给这个时代提供了历史上少有的可以进行自由思

想、自由发挥的空间。自春秋末期开始，各个学援从各自的思

想立场出发，对宇宙、社会、人生等问题进行思考，并试图提

供一个可为他人接受的答案。这些知识、思想不断地碰撞、摩

擦、对话、交流，不断地汇醋、完善，最终奠定了绵亘千年雨

不绝的中华文化的思想基础。

先秦文学理论批评就是在这既动荡叉开敢自由的思想文化

氛围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先秦的思想家们提出的许多理论观念，在我们今人看来，

显然不属于严格的文学批评范围，这就与当时文学自身的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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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状态有关，也是由当时知识、认识水平所决定苗。{旦我们应

看到，这些理论现念实际孕育了未来文学理论拉评的种子。明

乎此，我们审视当时文献材料时，就不应带j吉人之足以适今目

观念之嚣，而应将原有从西方引人的文学批评概念的范围扩

大，使对后代文学批评有影响的思想观点都可以纳入我的的视

壤，同时王军可能剔除与后世文学思想无关的观点，t;Á客观、历

史的态度去分析、理解"前文学批评碍代"的文学观念、文学

思想。

在诸子百家出现前的相当漫长的时陪里，能够反映出当时

对于文学乃至有关文化现象的看法，多为零散之词雨载于春秋

时代编成的《诗经上《尚书上《左传》等典籍中 O

通过《诗经》所收集的诗歌，我们不仅能够了解作者能欢

乐、忧伤、怨葱、爱恋的情感，了解当时社会生活的情状和风

俗习惯，而且也能了解许多诗人写诗的初衷，以及饱们较为第

单补素的诗歌观念。雨后者就进人广义的文学批评的领域了 c

如有些诗人认为自己创作诗歌，纯粹由于情感的驱策:"，心之

馆矣，我歌且谣.. ( <魏风·固有桃挝、"君子作歌，维以告哀"

( <小雅·理月抖。有些诗人更具有社会关怀意识，他的的情感

抒发不单纯是个人的，还具有社会伦理的内涵。"维是福心，

是以为剌" ( (魏风·葛雇})意在讥草1j统治者的不公尸‘夫也不

良，歌t;Á乱之.. ( (陈风·墓门))则有指责、规劝当权者的意

思。由此可见，在〈诗经》诗歌产生、流行的时找，古代诗人

的创作自觉意识己趋明确。这些缸作动机和吕的的经验之谈，

为诗歌创作理论的出现，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患想材料。除了对

诗歌创作动挠的表述外， <诗经》中还有一些诗句涉及诗歌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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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美问题。如"吉甫作诵，穆如清风.. ( (大雅·蒸民抖，以清

风喘诗歌的津美舒和，虽十分简单，组反映出作者对诗歌的美

学风魏已有初步的体察。而这种借黠子形象性的比啥来描绘诗

歌美学特性的方式，己开象喻式就评之先河〈象嗡式挠评是中

自古代特有的一种批评形式， ltP采取以形象描绘的方式，将对

批评对象的审美钵验化为可以直珑的对象。最典型的如后世司

空围《二十四诗品)，以"采采捷水，蓬蓬远春，窃宠深谷，

时见美人"之类噩恩来喻示某种艺术风格)。

最早对诗歌表情达意功能进行理论概括的，是载于《尚书

·尧典》里的"诗言志"说。《尧典》编辑成文的时代，近代学

者提定为春秋战国之时。但其思想材料所来有窑，部"诗言

志"说也可能是较早的说法。"诗言志"说不仅揭示了诗歌曲

功用，还涉及到诗歌与音乐，诗歌与教育的关系。近人朱自清

称这一诗学理论是我国诗歌理论的"开山纲领"。

先秦时期"诗言志"说还有另一层意思一一诗以言志、

藏诗言志或称以诗喻志。春款时的外交场合，士大夫都喜欢吟

需《诗经》中的诗歌来表达自己或国君的思想、意图，当时人

捏这种应用性银强的赋诗行为称为"诗以言志"或"黯诗言

志"。这种诗学观念使诗歌脱离了文学的本性，成为政治好为

的附庸，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诗论，但先秦诸于以功用的现

点论诗却受到它的影响。

除诗歌理论批评外，先秦典籍中另一些与文学思葱招涉的

现念也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这首先便要谈到《易经}o (易经》为占卡之书，其性质兼

具两面，为"巫术之余绪，哲思之原点"。这部书的特点是以

一种符号来代表、象在现实世界中某一特定的具体事物，而经

过儒家在《易传》中对这一特点进一步发挥后，对居世文学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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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家体会形象思维的特征藏有启发作用。

其次要提及《左传}o <左传》载"立德\"立功"、"立

言"三不朽之说，及"言以足志，文以足言"的现点都对后世

有广泛影响。前者将文辞提到了能够垂范后世部地位，后者肯

定了文辞的美学性嚣。

《左传》记载的季札现乐的药史事件，对后世的文学思想

也有多方面的影响。吴公子季札在鲁国依次倾既各地的诗乐演

奏，并用简练的语言概括评赞其美学特征，还由音乐推翻判断

各诸侯盟的社会风俗和政治状况。这一历史记载不钗提供了一

个与文学密切相关的窜美活动的莲本，而且季札在评价各地诗

乐时用"哀而不憨"、"乐而不荒"、"直而不锯"、"曲而不肆"

等断语，标举了追求情感和谐、节髓的中和之美。另外，季扎

的评论也为后世"诗可以观"、"移风易俗"等看法提供了权威

性的锦证。

这整零金碎玉殷散见于古代典籍中的资料，在理论形态上

是原始前，如同灵光乍王军跃出的思想火花，虽不乏深犁，终失

之子片断:雨裙比之下..诸子"的文学(或泛文学)思想则

显得具有一定程度的系统性与条理性了。国商真正柏成先秦文

学批评主体的，就是我们下面将要提及的"诸子"一一思想家

们。

最早登上历史舞台的先秦思想家是分JìU代表中国爵大思想

流摄儒家、道家的孔子和老子。

孔子的一生给人的印象是一位充满了人世激情的思想家。

这就决定了他有关文学批评的观点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

他听《韶乐》丽三月不知肉味，曾赞叹道..尽美矣，又尽善

也。"对孔子茹言，令他陶醉的不仅仅是音乐的美感，更包含

有道德力量的感染。他理想的艺术作品就是既合乎伦理规范，

4 



又具有某种美惑，这近假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完

美结合。在个人修养问题上，他提出了具有美学内涵的"文质

合一"现，认为"震胜文蹦野" "文则质财史吨，只有内在

道德修养与外在仪容华美相配，才是理想的"文质梅梅"的君

子。文质合一的美学思想是美、善合一思想在内容与形式关系

上的体现，其实质与美善合一思想是一致的。从"美善合一"

"文质合一"的美学观念出发，孔子既强谓"辞达百已矣吻，

又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③。认为语言要准确无误地表达

自己的思想感情，离时还须富于文采。

孔子穰重视诗教，曾说..不学诗，无以言。"(1)他自己也

有很好的文学修养，能从思想性、艺术性上体味《诗经》中诗

歌的美。他提出"兴" "现" "群" "怨"以及"思无邪"等论

诗之说。"兴.. <<现" <<群" "怨"说从抒情性、感染力、认知功

能和社会效果诸方面概括总结了诗歌的各个特征。"患无邪"

期体现了对文艺作品中关步伦理道德内容的重视。

老子的用世之心比孔子换了许多。尽管后世有些人认为他

所著的《道德经》其实是一部权谋之书，不过老子本人大模是

由于看透了人世纷争的虚妄，国商更主张话接寡欲，清净无

为。文艺原本是与人类情感分不开的，情感摄下去了，文艺自

然就无用武之力，所在1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

聋'啼. ~民乎拒斥一切令人心愉禅锐的文艺。可令人感到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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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雍也〉。

《论语·卫灵公》。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中引孔子言。

《诠语·季氏〉
《老子》十二章。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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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恰恰是这位对文艺并不十分感兴趣的人的许多观念，深

蔚地影聘到后代的文论家们:恰恰是这样一位反文艺的人，开

倒了与儒家遁乎不同的道家自然主义美学。

老子影响后人的现念之二·为自然美。老子反对文艺，但并

不反对美，他所主张的是契合于大道的自然天成的美。他认为

任何人为的修饰都会破坏自然纯朴的本质，使人丧失自然的天

性，也就丧失纯朴天真的美了。追求自然天成的美展示了与儒

家重人工美、重伦理道德情感不同的另一个天地，深沉地影响

到后世文人的审美情趣、美学追求，因而也在这种审美情趣、

美学追求外化的文学批评中留下了不可磨衷的印迹。
老子影响后人的观念之二是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的思想。"大音希声，大象无影"的意思是最美的声音超越一

切具体可闻之声，最美的形象超越一如具乎在丐黯之形。这看缸
矛盾曲说法，却给后人很大的启迪，使后世文艺评论家的审美

体验从可视可听的感觉经验中挑脱出来，投注于"虚" "无

追求超越之美。

老子影响后人的现念之三为不同于道德俭理意义上的人格

修养现念。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要求人涤除心中一切

世俗念虑，保持澄澈透明的斗境。他的后学庄子将这种心境称

为"虚静"。这种非功利、非俗虑的心境菲常接近创作时的，夺

理状态，因商也被后世文论家所借鉴、吸收。

孔、老之后，菇续有一批思想家崛起于各国间，如墨子、

孟子、庄子、苟子、韩非子等。

孟子是承孔子衣钵的"亚圣"，在儒家传承中的地位仅次

于孔子。从个性来看，他不同于孔子温柔敦厚的气质，需染了

战雷好驳辩之习。表现子《孟子》一书，言辞暖和u ，气势磅

碍，把他的"浩然之气"贯注于文章之中。他的散文对后人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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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韩愈等影响甚深，部他旨在培养浩然之气的"知言养气"

说，也因为能够体现在文辞表达的气势上，高为后代文人所接

受，并运理于文学批评领域，如韩愈的"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

之高下者皆宜"说。同孔子一样，孟子也颜看重《诗经)，提

出"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事"的批评混念，强调通过诗歌来

深切律察作者之意，又要依据当时社会环境来考察作者的心

态，这提供了一个较为客兢地理解诗歌的方法。

庄子是与孟子同时代的道家代表人物，以隐士面貌出现在

历史舞台之上。《庄子》一书分内篇、夕卡篇、杂第三部分，其

内容汪洋怒肆，宏逸变幻，充满瑰伟的想象。据历代学者考

订， {庄子》这部书并非出自一人之手，丽是掺杂了庄周门链

的文字。从思想系统，乃至文风上辨识，内七篇为庄子的手

笔。但不管怎样， <庄子》一书是作为整体为后代读书人，尤

其是山林名士接纳，而外杂篇中许多影略后古文论的兢念也都

自然西然地归于庄子名下。

庄子也提倡朴素自然之美，如"朴素雨天下莫能与之争

美'啼，就费确标举自然之美是美学的最高境地。

不过在人生境界上，庄子拓展和深人了老子的自然真朴思

想，提出了"法天贵真"说。"天"指的是自然本性"真"即

真读无钩。"法天贵真"的思想主张人应超迈于世结礼仪规范

之外，坦诫无伪地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惑。这种从倍世价值观挣

兢出来的人生境界是一种精持自由的境界。它影响了自魏晋

"越名敦市任自然"的阮籍、费康等人之后一大批渴望心灵自

由的士人，播酒?后世重情轻礼、强尊性灵的思想观念的种

子。这当然也就渗透至文学理论批评的领域，直至明、清时代

① 《庄子，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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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许多文学主张，仍能明显看到它的影响，如童心说、性灵说

等。

庄子还怀疑语言表意功能的无限性，认为对于某些感受、

体验，语言是无法准确传达出来的。由此他提出了"得意忘

言"的主张。得意忘言并非否弃语言，而是突出语言表意的有

限性，并进而去求索体味语言之外的意味。后世文论主张表现

言外之意、象外之象便是受此启发。

《庄子》一书有许多非常有趣的寓言故事，如庄生梦蝶把

我们带人一个非常神妙的梦觉不分、物我合一的物化之境;应

丁解牛、梓庆削木等故事又给我们展现了技艺创造的自由境

界。这些寓言虽与论文衡艺并无直接关系，但因其与艺术精神

相通的丰富内涵，而对后世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与儒家一起号称"显学"的是墨家，而非

上文与儒家并列的道家学派(道家与儒家双峰井峙已是秦汉以

后的事了)。

墨家与其说是一个思想流派，毋宁说是一个有着严格纪律

的民间团体，团体的创始人就是那以"非功" "兼爱"闻名后

世的墨子。也许是墨家代表社会下层的缘故吧，他们对整个社

会文化，都强调尚质、尚用的一面，反对文采，反对歌舞、音

乐，表现出比儒家更为彻底的实用性。不过他们十分看重语言

文字的运用技巧，对于假设、譬喻、类推等议论方式都有所阐

释， (墨子》一书便是运用上述技巧写作成的。墨家的辩论以

严密性、逻辑性著闻于世，被人称为"墨辩"。

战国末期诸子思想开始合流，许多思想家不拘守门户之

见，从别的学说中吸收有益的成分。当时号称儒家思想集大成

者-一苟子便吸收纵横家、墨家的议论技巧，他的《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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