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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学
”

研究突破的新成果

— 易中天
《 <文心雕龙 >》美学思想论稿》评述

罗 立 乾

在我国丰富的古代文学理论遗产中
,

休大思精

的《文心雕 龙》
.

一直 吸引着许多研究者
。

自清 以降
,

研究者云集
,

蔚为
“

龙学
” 。

其中 以
「

对此 仔的 弓据
、

校正
、

注疏的成就为最丰顶
。

建国 以来
,

又有众多

学者运用现代文艺理论的观点与方法
,

J“ 为闸释和

开掘
,

其著述 之多
,

虽非汗小充 栋
,

亦 已 汀 洋可

观
。

近儿 年来
,

则更有不 少研究此 书的新 片作和新

论文接踵问世
, “

龙学
”

研究确乎盛况空前
。

但 是
,

无论以往 还是现今的 研究成果虽成 就斐然
,

却都缺

乏对此书理论 内核和理论体系的总
.

体把握
;
至

一

f 那

些只停留在研究此书
“
I日沽雅义
”

上的 论文
,

更是罕

关此书的理论 内容和理论沐系的 诊析
,

完全博而寡

要
,

劳而 少功
。

因此
, “

龙学
”

研究界深切感到
:

对
“

龙学
”

研究必须要有新的突破
;
而 且为了有新的 突

破
,

也正 在探寻
“

龙学
”

研究应从何处突破
。

最近
,

读到易中天同志著的《 <文心 雕 龙 )美学

思想论稿 》 (上 海文艺 出版社 1 9 8 8年 8 月出版
,

以下

简称 《论稿 }))
,

深感 这本《论稿 》是对
“

龙学
”

研 究很

有突破的 新成 果
。

《论稿 》立足于 中国美学史整体发 展 的 历 史 高

度
,

以 由先秦发展至魏晋六朝的 中国文 化为宏观背

景
,

首先 从时代的
“

情神气候
”

和文 化哲学这个 高层

次的层面 卜
.

对 《文心雕 龙》作 出新的整体 审视
、

新

的评价
。

认为 《文心雕龙 》产生的时代是 一 个
`

文学

的自觉时代
” ,

又是中国哲学经过魏 晋 之时的大解

放
,

其思 讲 片学的纯粹性 已达到前所未有程度的时

代
,

也就是说
,

是一个中国文艺史
_

L极富创造 精神

的艺术开 拓期
,

也是一个中国美学史
_

L极富析 学思

辨创造精 冲的理论开拓期
,

因而 就必然地是一个产

生 出真正的
、

严格意义上的审美的艺术哲学时 代
。

因为只有在这样 一个艺术开拓期和理 沦开拓期
,

才

有那么多 文艺与审美的问题值得研究
,

也才有那 么

多文 艺作 品可供研究
,

而且也才不会象魏晋以前那

样
,

与对 社会政治伦理的研究混在一起
,

而能够上

升到析学的高度
。 《论稿》 以较充足的材料为依据

,

在作 出这些论述的基础上指 出
: “ 《文 心 雕 龙》 作 为

`

文 学 的 自 觉 时 代

’

的 最 大 理 论 成 果

,

是 一 部 从 世 界

本 体 出 发

,

全 面

、

系 统

、

逻 辑 地 研 究 文 学 特 质 和 规

律 的 艺 术 哲 学 著 作

。

在 这 个 中 国 美 学 史 上 罕 见 的 逻

辑 体 系 中

,

一
以

贯 之 的 是

`

自 然 之 道

’ 。

它 以 道 家 的

`

自 然

’

法 则 为 外 壳

,

以 儒 家 的 伦 理 情 感 和 功 利 目 的

为 内 该

,

以 玄 学 本 体 沦 为 理 论 高 度

,

以 佛 教 因 明 学

为 逻 辑 方 法

,

集 先 秦 两 汉 魏 晋 齐 梁 美 学 思 想 之 大

成

.

总 诗 歌 辞 赋 书 文 史 论 创 作 经 验 之 精 萃

,

形 成 一

个 空 前 绝 后 的 理 论 化

、

系 统 化 的 艺 术 世 界 观 而

`

勒

为 成 l弓之初 沮”
,

是

“

中 国 美 学 史 上 唯 一
一
部 艺 术

哲 学 苦 作

” 。 《 论 稿 》 站 在 宏 观 的 高 度
,

对
《文 心 雕 龙 》

理 论 内 容 作 出 的 这 一 整 体 性 的 新 审 视 和 新 的 评 价
,

就 正 探 寻 到 了

“

龙 学

”

研 究 突 破 的 关 键 之 所 在

。

首 先

,

我 国 丰 富 的 古 代 文 学 理 论 的 遗 产

,

虽 然

大 多 数 都 不 注 重 自 上 而 下

,

由 哲 学 高 度 出 发 来 建 众

理 论 体 系

,

而 多 从 具 体 的 文 艺 作 品 现 象 和 审 美 感 受

出 发

.

以
文 艺 随 笔 而 自 成 体 系 的 方 式

,

在 直 接 的 鉴

赏 品 评 中 发 表 美 学 见 解

,

是 直 觉 的 而 不 是 思 辨 的

,

是 点 到 辄 止 的 而 不 是 推 理 论 证 的

,

但 是

,

《 文 心 雕

龙 》 则 全 然 不 是 这 样
。

它 既 善 于 由 文 艺 审 美 鉴 赏 的 具

体 感 受 中

,

去 系 统 地 总 结 文 艺 创 作 经 验

,

并 概 括 为

理 论

;
又 善 于 把 文 艺 与 审 美 的 诸 多 问 题

,

以 及 文 艺

创 作 经 验

,

放 在 以

“

自 然 之 道

”

为 核 心 的 哲 学 高 度

,

自 土 而 下 地 进 行 考 察

,

且 还 吸 取 佛 教 因 明 学 逻 揖

方 法

,

用 概 念 的 形 式

,

按 照 一 定 的 逻 辑 序 列

,

再 如

以 刚 释 和 沦 证

,

从 而 构 成 逻 辑 严 密 的 理 论 体 系

。

因

此

, 《 文 心 雕 龙 》 既 不 同 于 它 之 前 的 陆 机 《 文 赋 》
,

也

不 同 于 在 它 之 后 的 钟 嵘 《 诗 品 》 和 唐 宋 明 清 的 诗 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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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是

“

一 部 艺 术 哲 学 著 作
” 。

这 正 是
《 文 心 雕

龙 》的 本 质 特 征
。

但 是

,

以 往 的 研 究 者 多 囿 于 对 刘

摺 某 一 观 点

、

概 念

、

说 法 进 行 平 面 的 断 裂 的 研 究

,

或 囿 于 以 某 些 当 代 文 艺 理 论 著 作 的 体 系 框 架 去 硬 套

或 比 附
《 文 心 雕 龙 》 的 理 沦 体 系 结 构

,

以
致 未 能 发 现

这

一

本 质 特 征

。

而
《 论 稿 》 以 宏 观 整 体 考 察 的 研 究 方

拟
,

下 仅 发 现 和 把 握 住 了 这 一 本 质 特 征

,

而 且 还 指

出

:

刘 樱 把

“

文 学 的 特 质 和 规 律

” 、 “

传 统 的 表 现 理

论

、

打 i兴的市美 观念和技巧观念
,

综 合 在 哲 学 的 形 匕

体 系 中

” ,

这 样 沦 述
《 文 心 雕 龙 》 是
“

艺 术 哲 学 著 作

” ,

显 然 抓 住

一

J
”

对 此 书 进 行 新 认 识 和 新 探 讨 的 关 键 之 所

在

,

如 果 以 这 个 关 键 之 所 在 为

“

龙 学

”

创 新 的 突 破

日
,

是 能 够 把

“

龙 学

”

研 究 引 向 新 境 界 的

。

其 次

, “

龙 学
”
研 究 界 最 意 见 分

J
吱 的 问 题

,

当 首

推 《文 心 雕 龙 》 首 篇 《 原 道 》 中 之
“

道

” ,

究 竟 是 儒

、

道

、

释 三 家 中 的 哪 家 的

“

道

” 。

而 这 个 问 题 的 争 论

,

乃 是

能 否 准 确 地 把 握
《 文 心 雕 龙 》 理 论 内 核 的 关 键 之 所

在
,

所 以

,

近 儿 年 来

,

争 鸣 这 个 问 题 的 论 文 多 达

c o
余 篇
。

现 在
《 论 稿 》 别 开 生 面 而 又 持 之 有 故 地 认

为
: 《 原 道 》之
“

道

” ,

首 先 是 老 庄 玄 学 本 体 论 之 道

,

同 时 又 是 儒 道

。

因 此

, “ `

原 道

’

也 就 有 了 双 重 意 义
:

作 为 文 学 本 体 论

,

它 把 形 上 之 道 看 作 是 宇 宙 间 一 切

文 采 的 终 极 原 因

,

作 为 文 学 创 作 论

,

它 又 把 儒 家 之

道 尊 崇 为 人 世 间 一 切 文 章 的 指 导 思 想

。

前 者 讲 灭 道

,

后 者 论 人 道

;
前 者 谈 认 识

,

后 者 详 伦 理

;
前 者 明 本

然

,

后 者 立 原 则
;
前 者 务 虚 玄

,

后 者 重 实 用

” 。

这 些

结 论 对 把 握
《 文 心 雕 龙 》 的 理 论 内 核 是 能 给 人 以 启 迪

的
。

尤 其

, 《 论 稿 》 指 出
: “ 《 文 心 雕 龙 》 的 本 体 论 宏 观

态 度 和 哲 学 思 辨 性 质
,

决 定 了 它 的 第 一 篇 必 定 是

《 原 道 》
” , “ `

道

’

是 宇 宙 间 一 切 事 物 的 本 体

,

包 括 文

学 艺 术 和 一 切 审 美 形 式 在 内 的

`

文

, ,

归 根 结 蒂 是

`

道

’

的 产 物

,

是

`

道

,

的 外 在 形 式 和 表 现

,

因 而 具 有

一 种 与 天 地 并 生

、

与 万 物 共 存 的 普 遍 性

” 。

这 些 对

《 原 道 》 中 之
“

道

”

作 出 的 文 学 本 体 论 内 涵 的 考 察

,

实

际 上 是 对
《 文 心 雕 龙 》 作 为
“

艺 术 哲 学 著 作

”

全 部 理 论

内 容

,

进 行 新 认 识 和 新 探 讨 的 关 键 之 所 在

。

而
《 沦

稿 》 则 正 是 由 于 抓 住 了 这 个 关 键 之 所 在
,

从 而 对
《文

心 雕 龙 》 的 艺 术 哲 学 内 容
,

得 出 了 不 少 颇 能 活 跃

“

龙

学
”
研 究 思 维 空 间 的 新 认 识

:

文 学 本 体 论 之

“

道

”

并

不 能 直 接 显 示 自 己
,

而 必 须 通 过 一 定 的 中 介 方 能 得

以 表 现

,

这 中 介 首 先 是

“

圣

” : “

道 沿 圣 以 垂 文

,

圣 因

文 而 明 道

” ,

因 此

,

天 道 即 人 道

,

神 理 即 伦 理

。

所 以

,

就 本 体 论 而 言

, “

文 学

”

是

“

道

”

的 形 式
;

就 发 生 学 而

言

,

文 学 是

`’

圣

”

在

“

神 理

”

启 示 l; 的 创 造 物
;

就 创 作

论 而 言

,

文 学 是

“

情 性

` ,

的 表 现

,

因 为

“
心 生 而 言 立

,

言 立 而 文 明

” ,

正 是

“

自 然 之 道

” ;
就 认 识 沦 而 言

,

文

学 又 是 辛 卜 会 生 活 的 反 映

,

因 为

“

情 以 物 兴

” ,

而

“

感 物

吟 志

,

莫 作 自 然

” ;
就 功 能 论 而 言

,

文 学 J友该 是
“

待

人 情 性

”

的 道 德 教 化 工 具

,

.]H 为只有
` ’

原 道 心
以
敷 蔚

,

研 神 理 而 设 教

”

才 能 作 出

“

道 之 文

” ;
就 鉴 赏 论 而 言

,

文 学 义 必 须 是 审 关 的

,

因 为

“

道

”

既 然 以
“

文

”

为 审 美

形 式

,

则

“

道 之 文

”

也 就 必 然 是

“

刚 健

,

笃 实

,

辉 光

,

自 然

”

的

“

雅 丽 之 文

” 。

这 样

,

刘 姗 就 把 文 学 的 丧 现 i仑

和 反 映 论
、

实 用 论 和 审 美 论 都 统 一 于

“

自 然 之 道

”

的

本 体 论 之 中 了

。

显 然

,

这 一 系 列 新 认 识 使 人 对
《 文

心 雕 龙 》 艺 术 哲 学 的 理 论 构 架
,

有 一 目 了 然 的 感 受

;

对 我 们 进 一 步 深 入 探 讨
《 文 心 雕 龙 》 艺 术 哲 学 内 容 及

其 理 论 构 架
,

有 着 活 跃 思 维 空 间 之 作 用

。

学 术 研 究 工 作 总 是 在 前 辈 学 者 的 哺 育 和 影 响 下

起 步 和 前 进 的

。

我 校 刘 永 济 和 刘 缓 松 两 位 教 授 对

《 文 心 雕 龙 》 都 有 精 湛 的 研 究
。

牟 世 金 先 生 在
《 <文 心

雕 龙 > 研 究 的 回 顾 与 展 望 》 中
,

曾 特 别 指 出

“

刘 永 济

的
《 文 心 雕 龙 校 释 》
” ,

是 五 六 年 到 六 四 年 的 十 年 内

“ 《 文 心 雕 龙 》 研 究 的 重 要 收 获
” ,

还 说
: `

刘 缓 松 的

((( 文心雕龙>初 探 》 可 说 是 《 文 心 雕 龙 》 理 论 研 究 的 奠

基 石
”

①
。

这 两 位 教 授 虽 早 已 作 古

,

但 现 在 易 中 天

同 志 将 他 八 年 前 的 硕 士 论 文

,

在 吸 收 和 反 思 以 往 和

当 今 卓 有 成 效 的

“

龙 学

”

研 究 的 基 础 上

,

五 易 其 稿

,

推 出 了 这 本
《 论 稿 》

,

如 果 刘 永 济 和 刘 缓 松 两 位 教 授

在 地 下 有 知

,

也 会 为 他 们 在 我 校 从 事 的

“

龙 学

”

研 究

工 作 能 后 继 有 人

,

且 有 创 新 而 含 笑 九 泉 的

。

注 释

:

① 《 文 心 雕 龙 学 刊 》第 二 辑 35
、

3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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