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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 中国古代文论讨论会

探讨古代文论中的现实主义及其艺术规律问题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术讨论会最近在武汉大学

举行
。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全国各地大专院校
、

科 研
、

刊物
、

出版等一百个单位共一百六十多名代表
。

这

次会议的主题是
,

树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明

确目标
,

继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遗产
,

建立具有民

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

会议根据周扬同志

的提议
,

着重讨论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现实主

义间题和其他艺术规律间题
。

与会者认识到建立具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

文艺理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

认为
:
长期以来

,

我

们的文艺理论研究工作所受千扰极为严重
,

有的把

理论研究搞成了文艺政策的说明
,

有的则利用古代

文艺理论遗产作牵强的 比附
,

特别是对 自己 民族的

文艺理论体系缺乏科学的
、

系统的研究
。

我们需要

建立具有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的新文艺
,

而我

们的文艺理论研究工作远远不能适应新 文 艺 的发

展
。

因此
,

当前提出建立具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

义文艺理论意义是很大的
,

也是古代文论工作者的

长远努力目标
。

关于古代文论中现实主义向题
:

有的与会者提出
,

我们在研究现实主义问题时
,

忽视恩格斯在《致玛
·

哈克奈斯》信中那段关于现实

主义的著名论述是不对的
,

然而
,

把这段话作教条

主义的理解
,

甚至作为普遍的现实主义定义也是不

行的
。

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言论
,

是 以小说为对

_

群书社的成员
,

于六十年后还能清晰地 回忆到当年陈独秀身着灰色长袍
、

戴着围巾
、

妙语如珠
、

侃侃而谈的情景
。

当时的记者包惠僧曾多次访间过陈独秀
。

包惠僧说
: “

我和陈独 秀 一 见 如

故
,

多次交谈并和他讨论社会间题
。 ”

陈独秀离汉后
,

包惠僧和工人郑凯卿同陈独秀经常通信

联系
,

以后湖北成立第一个中共支部时
,

由于陈独秀的推荐
,

包惠僧和郑凯卿都成为这个支

部的第一批成员
。

郑凯卿还是这个支部成立初期唯一工人成分的成员
。

包惠僧在一九七九年

二月底回忆当年陈独秀离开武汉后他们的通讯时说
: “

我 保 留 着 他 的 信

,

可 惜 在 十 年 浩 劫 中 都

烧 了

。 ”

武 汉 各 界 人 士 对 陈 独 秀 的 演 讲 十 分 拥 护 和 欢 迎

,

使 湖 北 的 军 阀 大 为 震 惊

,

急 急 忙 忙 下 令

停 止 其 活 动

,

迫 其 及 早 离 汉

。

陈 独 秀 被 迫 提 前 于 二 月 七 日 晚 离 汉 乘 车 北 上

。

行 前 陈 独 秀 还 出

席 了 汉 口
下 段 保 安 会 的 欢 送 会

。

陈 独 秀 第

,

一

次 来 武
汉

,

从 二 月 四 日 至 二 月 七 日 共 四 天

,

时 间 虽 然 不 长

,

却 是 繁 忙 的 四 天

,

是 生 气 勃 勃 的 四 天

。

陈 独 秀 这 次 来 武 汉

,

对 武 汉 地 区 的 新 文 化

、

新 思 想 产 生 了 重 要 影 响

,

同

时 对 他 思 想 的 转 变

,

知 识 分 子 与 工 人 群 众 的 结 合 也 起 了 积 极 的 推 动 作 用

。

① 《 新 青 年 》 2 卷 6 号
。

② ③ ④⑤ 《 时 事 新 报 ))1 920 年 2 月 2 日
。

⑥ 《 每 周 评 论 》 第 16 号
。

⑦⑧ 《 国 民 新 报 》 1 9 2 0年 2 月 7 日
; 2 月 9 日

。

⑨ 包 惠 僧 于 1 9 7 9年 2 月 底 的 回 忆
。

1 0 5



,

而 又 以 十 九 世 纪 中 叶 在 西 方 出 现 的 批 判 现 实 主

义 文 学 的 经 验 为 依 据 的

。
它 只 是 特 定 历 史 条 件 下 特

定 文 学 样 式 的 创 作 经 验 的 概 括

一 切 文 学 的 普 遍 规 律

。

所 以

,

,

并 未 反 映 一 切 国 家

,

我 们 总 结 中 国 古 代 文

学 的 规 律 间 题

,

只 能 以 恩 格 斯 关 于 现 实 主 义 的 理 论

作 参 考

,

更 重 要 的 则 是 从 中 国 古 代 文 学 本 身 的 情 况

出 发

,

来 进 行 具 体 分 析 和 探 讨

。

因 而 他 们 不 同 意 这

种 观 点

:

即 套 用 恩 格 斯 关 于 现 实 主 义 的 定 义

,

从 而

断 言 在 我 国 文 学 史 上

,

只 是 在 《 水 浒 协等 长 篇 小 说 出

现 以 后 才 有 现 实 主 义
。

有 的 集 中 论 述 了 中 国 古 代 诗 论 中 的 现 实 主 义 问

题

,

指 出

:

先 秦 两 汉 时 代 关 于 《 诗 经 》 的 许 多 论 述 是

现 实 主 义 诗 歌 理 论 的 萌 芽 阶 段
。

《 尚 书
·

尧 典 》 中 的
“

诗 言 志

” 、 “

歌 永 言

” ,

孔 子 的

“

兴

、

观

、

群

、

怨

”

说

,

以 及 《 毛 诗 序 》 中 的 论 述
,

为 我 国 此 后 的 现 实 主 义 诗

歌 创 作 和 诗 歌 理 论 确 立 了 一 个 良 好 的 开 端

。

至 汉 魏

六 朝

、

隋 唐

,

这 种 理 论 随 着 诗 歌 创 作 经 验 的 不 断 积

累 而 不 断 丰 富 和 发 展

。

刘 姗 旗 帜 鲜 明 地 肯 定

“

为 情

而 造 文

” 、 “

要 约 而 写 真

”

的 《 风 》
、

《 雅 》
,

批 判

“

为 文

而 造 情

” , “

淫 丽 而 烦 滥

”

的

“

辞 人 赋 颂

” ,

其 目 的 在

于 反 对 晋 宋 以 来 脱 离 现 实 的 形 式 主 义 诗 风

。

而 唐 代

陈 子 昂

、

白 居 易 等 人

“

以 复 古 为 革 新

”

的 现 实 主 义 诗

歌 理 论

,

同 刘 棍 的 现 实 主 义 诗 歌 理 论 也 是 一 脉 相 承

的

。

而 杜 甫 的 诗 歌 创 作

,

则 标 志 着 现 实 主 义 理 论 与

实 践 相 结 合 的 一 个 新 阶 段

。

有 的 同 志 系 统 地 阐 述 了 自 己 对 我 国 古 代 写 实 派

文 学 理 论 的 看 法

。

指 出

:

在 中 国 文 学 史 上
,

从 来 就

存 在 两 种 不 同 的 文 学 潮 流

,

以 《 诗 经 》 为 代 表 的 文 学

传 统 就 是
“

写 实 派

”

文 学

。

《 诗 经 》 以 其 与 具 体 物 象 相

联 系 的
“

赋

、

比

、

兴

”

方 法 开 其 端

, “

感 于 哀 乐

,

缘

事 而 发

”

的 乐 府 诗 继 其 绪

。

在 汉 代

,

王 充 提 倡

“

实 事
”

以 反 对

“

华 文

” ,

提 倡

“

实 情

”

以 反 对

“

矫 情

” ,

提 倡

“

真

美

”

以 反 对

“

虚 妄
”

等 等

,

进 一 步 阐 明 了 写 实 派 文 学

的 一 些 重 要 特 点

。

至 魏 晋 南 北 朝

,

理 论 家 们 对 写 实

派 文 学 的 创 作 规 律 则 作 了 进 一 步 概 括

。

陆 机 在 《 文

赋 》 中 主 张 把 广 阔 的 空 间
、

纷 纭 的 现 实 统 一 在 有 限

的 形 象 之 中

,

而 刘 姆 在 《文 心 雕 龙 》 《 物 色 》 篇 中 则 提

出 了
“

以 少 总 多
”

的 典 型 化 方 法
,

这 是 一 个 重 要 发 展

。

钟 嵘 强 调 写 实 派 文 学 对 现 实 生 活 的 直 接 依 赖 性

,

以

严 格 尊 重 生 活 的 真 实 和 用 生 活 本 身 的 形 象 来 反 映 生

活 作 为 写 实 派 文 学 的 标 志

。

至 唐 宋

,

杜 甫 继 承
《诗

经 》 的 创 作 传 统
,

首 先 是 注 意

“

写 真

” ,

也 注 意

“

写

神

” ,

他 的 创 作 经 验 被 凝 聚 成

“

以 形 写 神

,

形 神 兼

备

” ,

后 来 成 了 写 实 派 文 学 家 奉 行 的 圭 桌 和 追 求 目

标

。

明 清 两 代 写 实 派 文 学 理 论 又 有 新 的 发 展

,

这 种

发 展 是 伴 随 着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因 素 日 益 滋 长

,

市 民 阶

层 逐 渐 扩 大

,

以 及 小 说 戏 剧 的 繁 荣 而 形 成 的

,

这 时

现 实 主 义 发 展 到 一 个 新 的 阶 段

,

现 实 主 义 理 论 又 具

有 新 的 特 点

。

与 会 者 在 讨 论 中 大 胆 陈 述 自 己 的 见 解

,

平 等 讨

论

。

有 的 赞 成 广 义 的 现 实 主 义 和 狭 义 的 现 实 主 义 的

提 法

,

认 为 广 义 的 现 实 主 义 不 仅 仅 指 小 说

、

戏 剧 这

类 有 人 物 情 节 的 作 品

,

而 且 可 以 概 括 诗 歌

,

散 文 这

类 具 有 现 实 主 义 描 写 的 作 品

。

用 这 个 论 断 去 研 究 探

讨 中 外 文 学 史

,

可 能 比 较 切 合 实 际

,

对 各 种 不 同 样

式 的 文 学 作 品 特 征 都 比 较 适 用

。

有 的 则 不 同 意 这 种

观 点

,

认 为

“

广 义 的 现 实 主 义

”

概 念 既 不 能 科 学 地 解

释 中 国 古 代 文 学 现 象

,

又 不 能 科 学 地 整 理 中 国 古 代

文 学 现 象

,

而 且 给 中 国 古 代 文 学

、

古 代 文 学 理 论 的

研 究 带 来 了 两 种 不 良 倾 向

:

一 是 不 适 当 地 肯 定 了 许

多 不 应 当 肯 定 的 东 西
;

二 是 不 适 当 地 否 定 了 不 少 应

当 否 定 的 遗 产

。

有 的 认 为 导 源 于 汉 代 的 以 政 教 为 中 心 的 诗 论 接

近 现 实 主 义

。

这 是 因 为 诗 歌 是 社 会 现 实 的 反 映

,

但

现 实 的 反 映 不 能 就 成 为 现 实 主 义
;

只 有 自 觉

、

积 极

地 反 映 现 实

,

才 是 现 实 主 义 的 开 始

。

而 政 治 是 社 会

中 最 大 的 现 实

,

也 可 以 说

,

政 治 是 现 实 中 最 主 要 方

面

,

为 政 治 服 务 的 诗 是 关 心 现 实

、

千 预 现 实

,

积 极

地 反 映 现 实 的 重 要 表 现

。

因 此

,

它 和 现 实 主 义 的 要

求

,

完 全 一 致

。

以 政 教 为 中 心 的 诗 论

,

虽 然 在 理 论

上 达 不 到 上 述 要 求

,

但 从 创 作 实 践 上 看

,

在 《 诗 经 》
、

“

汉 乐 府

” ,

以 至 陈 子 昂

、

杜 甫

、

白 居 易 的 诗 集 中

,

就 有 大 量 的 可 以 称 为 现 实 主 义 的 作 品

。

有 的 则 持 不

同 意 见

,

认 为 把 儒 家 的

“

教 化 中 心

”

论 误 认 为

“

现 实

主 义

”

理 论 是 不 对 的

。

因 为 关 心 现 实

,

千 预 现 实

,

积

极 地 反 映 现 实 既 是 现 实 主 义 文 学 也 是 浪 漫 主 义 文 学

的 共 同 特 点

,

而 不 是 现 实 主 义 文 学 的 唯 一 标 志

,

仅

仅 从 文 学 的 社 会 作 用 而 不 结 合 文 学 认 识 生 活 反 映 生

活 的 特 点 来 探 讨 创 作 方 法 的 规 律 是 不 足 以 说 明 间 题

的

。

对 我 国 古 代 文 论 中 具 有 民 族 特 色 的 艺 术 表 现 规

律 间 题

,

与 会 者 也 进 行 了 有 意 义 的 探 讨

。

关 于

“

风 骨

”

问 题 对

“

风 骨

”

一 词 的 来 源 及 其 发

展
,

有 的 认 为 从 魏 开 始 出 现 的

“

风 骨

”

一 词

,

是

“

风
”

和

“

骨

”

连 缀 而 成

,

一 般 指 人 的 品 格 而 言

,

把

“

风 骨
”

作 为 文 学 创 作 的 审 美 标 准

,

刘 祝 是 第 一 个 人

。

他 是

吸 取 了 书 法

“

风 骨

”

论 的 特 点 而 建 立 起 来 的

。

有 的 认

为

,

论 人 物 的 风 骨

,

论 书 画 的 风 骨 和 论 诗 文 的 风 骨

,

都 是 取 其 比 喻 义

。

无 论 是 评 人 物 的 风 骨 论

,

还 是 评

书 画 的 风 骨 论

、

还 是 评 诗 文 的 风 骨 论

,

都 属 于 美 学

范 畴

,

都 表 现 了 各 个 方 面 的 风 格 特 点

,

而 这 些 风 格

特 点 表 现 在 人 物 品 评

、

书 画 品 评

、

诗 文 品 评 中 都 有

很 大 的 类 似 性

, “

风 骨

”

并 不 是 刘 棍 在 《 文 心 雕 龙 》 里

特 创 的 名 词
。

对 风 骨 的 内 涵 应 如 何 理 解

,

则 有 三 种

看 法

:
一 种 认 为 刘 招 的

“

风 骨

”

论 指 的 是 文 艺 具 有 清

新

、

刚 健

、

明 朗

、

壮 丽 等 美 的 特 点

,

大 致 相 当 于 后

世 批 评 家 所 说 的

“

阳 刚 之 美

”

的 艺 术 风 格

。

二 种 认 为

刘 舰 之

“

风 骨

” ,

既 不 同 于 刘 姆 以 前 的

“

建 安 风 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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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同于唐初由陈子昂首倡的
“

汉 魏 风 骨

” ,

而 是

“
以 佛 统 儒

,

佛 儒 合 一

”

之 道 的 思 想 感 情 和 语 言 体 式

的

“

风 骨

” 。

它 是 作 为 一 个 审 美 标 准 提 出 来 的

, “

风 清

骨 峻

,

篇 体 光 华

”

八 个 字

,

则 是 这 一 审 美 标 准 的 说

明

。

三 种 认 为 刘 娜 的

“

风 骨

”

应 是 作 品 的 情

、

理

、

文

三 者 的 结 合

, :
是 作 品 的 思 想 内 容 和 艺 术 形 式 的 统

广

关 于
“

文 气

”

问 题 对

“

气

”

的 含 义 有 的 指 出

,

这

个 术 语 原 来 的 含 义 一 是 古 代 朴 素 唯 物 论 者 认 为 气 是

一 种 自 然 物 质

, ,

如 柳 宗 元
《 天 对 》 : “

本 始 之 茫 … … 惟

元 气 存
” ,

二 是 指 人 身 的 气

,

也 是 自 然 物 质

,

古 人

以 为 充 满 人 体 内 的 是 气

,

它 是 生 命 力 量 的 来 源

,

如

《 管 子
·

心 术 下 》 : “

气 者

,

身 之 充 也

” 。

由 天 地 自 然

之 气 到 人 身 自 然 之 气 的 物 质 命 题

,

进 入 到 精 神 的 命

题

,

随 之 而 来

: ,

便 用

“

气

”

这 一 名 称 来 品 评 人 物

,

更

进 一 步 又 把

“

气

”

作 为 文 学 理 论 术 语

。

有 的 认 为

,

“

气

”

是 我 国 古 代 文 论 中 所 专 有 的 术 语

,

是 具 有 民 族

特 色 的 一 个 独 特 的 概 念

。

尽 管 对

“

气

”

下 一 个 确 切 的

定 义 很 难

,

但 纵 览 历 代 文 论 家 对 于

“

气

”

的 论 述

,

以

及 运 用

“

气

”

对 作 家 及 其 作 品 的 评 述 中

,

可 以 认 为

“

气

” ,

是 包 含 在 作 品 思 想 内 容 和 艺 术 形 式 统 一 中 的

一 种 高 尚 素 质

,

是 艺 术 家 内 在 精 神 力 量

,

也 即 作 家

的 气 质

,

他 的 思 想 见 解

、

美 学 理 想

、

襟 抱 品 性

、

道

德 修 养 等 在 作 品 中 的 体 现

。

它 看 不 到

,

摸 不 着

,

只

可 意 会 而 不 能 言 传

。

它 虽 非 玄 妙

,

然 与 文 意 相 比

,

确 有 虚 实 之 别

。

但 文 得

“

气

”

便 厚

, “

气

”

之 对 于 诗

文

,

确 是 一 个 重 要 的 组 成 部 分

。

关 于

“

意 境

”

I’ed 题 与会者认为
,

从 古 为 今 用 来

说

,
分 析 古 代 文 论 中 揭 示 文 学 内 部 规 律 的 术 语 学 说

,

“
意 境

”

说 是 一 个 值 得 深 入 研 究 的 课 题

,

有 的 指 出

:

所 谓

“

境 界

“

意 境

” 、 “

滋 昧

” ,

或 一 般 常 言 的

“

诗 情

画 意
” ,

实 际 上 是 有 情 有 景

、

有 声 有 色 的 美 学 形 象

和 美 学 世 界

,

是
比 现 实 有 所 增 加 有 所 提 高 的 艺 术 意

义

,
艺 术 世 界

。

有 的 认 为 在 古 代 文 论 中

“

意 境

”

说 包

含 着 意 境 的 涵 义

、

美 学 意 义

,

意 境 的 创 作 过 程 与 技

祛 等 丰 富 的 内 容

。

意 境 是 意 与 境 的 融 彻 浑 成

,

是 创

作 三 要 素

:
主 体

、

客 体 与 表 现 手 段 内 在 关 系 的 理

论 概 括

。

意 境 说 是 在 漫 长 的 文 学 创 作 与 文 论 研 究 的

历 史 过 程 中 逐

.

渐 形 成 的

:
孕 育 于 魏 晋 南 北 朝

,

《 文

城 》 为 其 理 论 渊 源
,

《 文 心 雕 龙 》 与 钟 嵘 《 诗 品 》 开 了

先 河
,

形 成 于 唐

,

广 泛 运 用 并 发 展 于 清

,

至 今 沿 用

不 衰

。

在 文 艺 评 论 的 实 践 中 已 经 成 为 具 有 民 族 特 色

的 美 学 范 畴

。

意 境 的 形 成

,

始 于 作 家 对 客 观 事 物 的

观 察 体 验

、

蕴 孕 情 志

,

在 构 思 过 程 中 提 炼

、

撷 取 独

特 的

、

足 以 表 达 诗 人 特 定 情 志 的 意 象

,

用 富 有 特 色

的

、

凝 炼 的

、

具 有 音 乐 美 的 语 言

,

采 用 多 样 化 的 手

法 表 达 出 来

。

对 于 批 判 与 继 承 问 题

,

与 会 者 也 发 表 了 一 些 新

的 见 解

。

有 的 认 为

,

我 们 祖 先 在 几 千 年 的 文 艺 实 践

中

,

积 累 了 极 为 丰 富 的 文 艺 经 验 和 理 论

,

对 这 一 笔

既 有 精 华

,

又 有 糟 粕 的 丰 富 遗 产

,

决 不 能 采 取 简 单

地 一 概 否 定 或 一 概 肯 定 的 办 法

,

也 不 能 简 单 地 把 它

们 分 成

“

民 主 性 精 华

”

或

“

封 建 性 糟 粕

” ,

如 果 简 单 地

用

“

封 建 性

”

和

“

民 主 性

”

作 标 准 来 决 定 对 文 化 遗 产 的

取 舍

,

就 容 易 形 成 一 刀 切

、

简 单 化

。

有 的 认 为

,

长

期 来 流 行 着 这 样 一 些 说 法

:

什 么 破 字 当 头

、

大 批 判

开 路

、

等 等

,

这 些 话 是 不 对 的

、

有 害 的

。

早 在 先 秦

时 代

,

就 存 在 集 大 成 的 思 想

,

兼 收 并 蓄 的 思 想

。

兼

收 并 蓄 并 不 是 无 批 判 的

,

但 在 研 究 遗 产 时

,

首 先 就

要 无 批 判 地 兼 收 并 蓄

,

到 后 头 才 是 有 批 判 地 兼 收 并

蓄

,

正 如 鲁 迅 说 的

,

不 管 三 七 二 十 一

,

先 拿 来 再 说

。

解 放 后

,

我 们 批 判 形 式 主 义

、

唯 心 主 义

、

唯 美 主 义

,

批 判 后

,

又 把 它 们 贴 上 标 签

,

束 之 高 阁

,

结 果 我 们

很 多 东 西 都 被 排 斥 在 文 学 史 外

。

即 使 提 到 它 们

,

也 是 完 全 加
以 否 定 的

,

如 汉 赋

、

齐 梁 时 文 学 作 品

、

骄

体 文

、

西 昆 体

、

词 里 的 婉 诗 词

,

明 朝 前 后 七 子

、

公

安

、

竟 陵

、

清 代 的 桐 城 派

、

曾 国 藩 的 湘 乡 派

。

这 样

,

就 把 这 许 多 文 学 流 派 中 可 以 保 留 的 某 些 东 西

,

还 没

有 拿 来
,

就 统 统 去 掉 了

。

这 次 学 术 讨 论 会 是 由 中 国 古 代 文 学 理 论 学 会

、

湖 北 省 社 会 科 学 院

、

湖 北 省 文 联 和 武 汉 大 学 筹 备 召

开 的

。

大 会 收 到 了 六 十 多 篇 学 术 论 文

。

八 十 八 岁 高

龄 的 老 教 授 郭 绍 虞 会 长 作 了 书 面 发 言

。

全 国 文 联 党

组 第 一 副 书 记 陈 荒 煤

、

著 名 学 者 钱 钟 书 等 发 来 了 贺

信

。

出 席 这 次 会 议 的 知 名 教 授

、

学 者 李 俊 民

、

王 起

、

郝 御 风

、

钱 仲 联

、

顾 学 领

,

舒 芜

、

姚 莫 中

、

徐 中 玉

、

詹 镁

、

王 达 津

、

马 茂 元

、

霍 松 林

、

王 文 生

、

敏 泽

、

缪 俊 杰 等 在 会 上 作 了 学 术 报 告 或 发 言

。

(吴高福 整理 )

唯 理 论 和 经 验 论 哲 学 讨 论 会 综 述

为促进全国哲学工作规划中所定重点项目之一

嗽西方哲学史》 (多卷本 )的编写工作
,

继 古 希 腊 罗 马

哲 学 讨 论 会 和 德 国 古 典 哲 学 讨 论 会 之 后
,

由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哲 学 研 究 所

、

北 京 大 学 哲 学 系 及 外 国 哲 学

研 究 所

、

武 汉 大 学 哲 学 系 和 湖 北 省 哲 学 史 学 会 联 合

发 起

,

去 年 十 月
四 日 至 九 日 在 我 校 召 开 了 唯 理 论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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