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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 嵘 诗 歌 美 学》 评 介

罗立乾同志著的《钟嵘诗歌美学》 ( 武汉大 学 出

版社出版)
,

是我国古代文论界首次从美学 角 度
,

对钟嵘《诗品》 作新探讨的学术著作
,

其中颇有令人

瞩 目的新探创获
。

首先
,

本书从中国古代文化史的宏观角度
,

既

考察了建立在播家伦理道德学说基础上的先秦两汉

诗学
,

其根本宗旨是把《诗三百》作为宗法制的伦理

道德教科书
,

使诗歌沦为孺家经学的附庸 , 又考察

了魏晋六朝进入鲁迅称之为
“
文学的自觉时代

”
的原

因
,

以及
“
文学 自觉

”

的主题
,

与钟嵘建立 诗 歌
“

滋

味
,

说的联系
。

作者在详尽地考察了儒学衰微而老庄

美学复兴于这个时代
,

是促使这个时代的文学走向

自觉的原因之后
,

突出了当时
“

文学 自觉
”

的主题
:

文学不再充当擂家经学的附庸
,

对 自己的审美特性
,

有 了觉醒 , 而文学理论对自己区别于其它学术理论

的本性
,

即应 以探求文学审美特性
,

审美创造规律

为自己的本性
,

也有了觉醒
,

也不再充当孺家经学的

附庸
。

本书通过这些整体性的考察指出
,

正是老庄美

学思想孕育出这种
.

文学 自觉
”

的主题
,

使钟嵘抛弃

了从福家宗法伦理道德观念出发去思考诗歌问题的

思想方式
,

才建立了强调诗歌必须产生美感效果的
“

滋味
,

说
,
、

从而
,

在《诗品》 中
,

不但否定和扬弃了

政教中心论的擂家诗学传统
,

而且创立了审美中心

论的诗学体系
,

把诞生于魏晋的审美中心论诗学见

解
,

推向了成熟的阶段
,

开创了审美中心论诗学流

派的新纪元
。

其次
,

本书能抓住钟嵘《诗品》具有以文艺随笔

方式表述美学见解而又自成体系的特点
,

将散见于

“

序
,

和评论作家作品的
“
正文
’

中的论述
,

加以整理

与归纳
,

并对集中纳归起来的许多论述中所包含的

美学的意蕴
,

分成章节作出具体的解析
,

从而
,

阐

明了钟嵘审美中心论美学体系的内部结构
,

又深入

阉述了钟嵘关于诗歌审美创造与审美鉴赏的理论
,

以及历史影响与历史局限
。

而作者对这些内容的论

述
,

也做到了既有宏观概括
,

又 有 微 观 阐 述

,

而 且

条 分 缕 析

,

言 之 有 据

。

例 如

,

第 二 章 对 钟 峰 审 美 中

心 论 诗 学 体 系 内 部 结 构 的 剖 析

,

不 但 从 整 体 上 把 握

住 了 钟 嵘 在 诗 歌 创 作 上

,

要 求 以

.
滋 味

”

为 诗 歌 创 作

的 固 有 特 性
,
在 诗 歌 的 作 用 上

,

要 求 以

“

滋 昧

”

为 诗

歌 作 用 的 首 要 目 的

,

在 诗 歌 的 评 论 上

,

要 以 求

“

滋 味

”

为 诗 歌 批 评 的 最 高 标 尺

,

而 且 将 散 见 于
《 诗 品 》 两 大

部 分 中 有 关 这 三 项 要 求 的 论 述
,

在 作 出 分 类 排 比 之

后

,

又 联 系 钟 嵘 所 评 作 家 作 品 中 的 代 表 作

,

分 节 剖 析

了 《 诗 品 》 中 有 关 这 三 项 要 求 的 理 论 观 点
,

令 人 信 服

地 展 现 了 钟 嵘 确 乎 是 以 这 三 项 要 求 作 为 他 构 造 审 美

中 心 论 诗 学 体 系 的 结 构

。

这 表 明 本 书 作 者 对
《 诗 品 》

的 研 究 是 真 下 了 功 夫 的
。

第 三

,
本 书 力 图 站 在 当 代 美 学 思 想 的 高 度

,

对

钟 嵘 诗 歌 美 学 见 解

,

作 现 代 意 义 的 说 明

,

但 不 是 去 比

附 古 代 意 义

,

而 是 作 出

“

持 之 有 故

,

言 之 成 理

”

的 新

闸 释

。

如 对

“

摇 荡 性 情

”

中 的

“

性 情

”

涵 义 的 阐 释

,

作

者 首 先 指 出

,

钟 嵘 所 说

“

性 情

, ,

并 非 就 是 一 个 可 以

与 现 代 所 说 的

“

感 情

”
直 接 相 等 同 的 概 念

,

然 后 引 用

不 少 由 先 秦 发 展 到 魏 晋 齐 梁 的 古 代 情 感 心 理 学 资

料

,

说 明

“

性

”

是 指 人 的 生 理 和 心 理 的 自 然 性

, “

情

”

则

是 指 由 这 种 自 然 性 所 发 生 出 来 的 情 感

。

再 基 于 这 个

阐 释

,

又 进 一 步 地 阐 明 钟 嵘 所 说

“

气 之 动 物

,

物 之

感 人

,

故 摇 荡 性 情

,

形 诸 舞 咏

”

的 理 论 意 班

,

乃 是

揭 示 出 了 诗 歌 创 作 的 原 动 力 就 在 于

:
一 是 诗 人 平 睁

的 心 理 机 制 被 外 物 所 摇 荡 起 来 的 自 然 本 性 之 情
,

二

是 诗 人 非 要 把 这 种 自 然 本 性 之 情

“

形 请 舞 咏

”

而 后 快

的 表 达 欲 望

。

又 如

,

作 者 把

华
直 寻

”
的 美 学 涵 义 解 释

为
:

对 客 观 物 象 进 行 直 接 审 关 观 照

,

就 很 精 确 地 阐

明 了 钟 嵘 诗 歌 美 学 意 蕴 之 所 在

。

总 的 说 来

,

这 本 书 由 于 采 取 了 新 角 度 去 研 究 《 诗

品 》
,

因 而

,

论 及 了 人 们 尚 未 论 及 或 尚 未 深 入 论 及

的 钟 嵘 诗 歌 美 学 见 解

,

颇 有 作 者 自 己 的 新 创 获

。

但

可
情 受 篇
幅 所 限

,

对 有 些 新 创 获 未 能 更 详 细 地 展 开

论 述

,

希 望 再 版 时 补 此 不 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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