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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左健于上个世纪80年代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取得硕士学位，论文日《自得说——中国古代文
学鉴赏理论探索》。
自此之后继续攀登，于90年代出版了《古诗鉴赏法》一书；今又作了深入的探讨与全面的开拓，完成
了《中国古代文学鉴赏自得论》这一新着。
我有幸一一先读这些著作，今略叙观感如下：　　一曰：这是一本很有特色的新着。
目下有关中国文学批评方面的文字可谓汗牛充栋。
大而至于几百万字的大着，小而至于一字一句的专题，都有人钻研，都有人发掘。
但观其选题，一般都着眼于与当今文艺理论有关者，如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分析“辞情”，用风格说
分析“体性”等，这类题目易于与西方理论相比对，可将中国的旧有命题转化为容易被人接受的新理
论。
有的专家喜欢讨论“意象”“境界”等说，这也可与新的美学理论比附，采用西方最时新的学说加以
审视，藉以显示个人修养之高，又能有所参照而易奏功效。
左健此书，则以鉴赏为中心，进而探讨“自得”之说。
这一选题，以前似未见有人涉及；即偶有触及者，也只是涉及其中的部分内容，而像这样全面深入进
行探讨者，学界似未出现过。
如果真是如此，那就可以认为这是一本有特色的书。
如用当下常用的话表达，也可说是填补了中国学术的空白。
　　二曰：这是一本可以满足学界要求的书。
读者如果用另一角度观察，或会提问：这书的选题何以会显示新的特色？
阅读全文，可知作者提出了一种根本性的看法，首先对鉴赏与批评这一对文学理论中常用的概念作了
细致的区分。
作者认为，批评每着眼于群体的接受，一些群体常持相同的观点，遵循共通的准则，对文艺方面的问
题进行顺理成章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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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左健于上个世纪80年代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取得硕士学位，论文曰《中国古代文学鉴赏自得
论》。
自此之后继续攀登，于90年代出版了《古诗鉴赏法》一书；今又作了深入的探讨与全面的开拓，完成
了《中国古代文学鉴赏自得论》这一新著。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古代文学鉴赏自得论>>

作者简介

　　左健，1954年生，江苏滨海人，198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
现为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编审，兼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从事古代文学鉴赏理论研究与编辑出版理论研究。
出版《古诗鉴赏法》（专著）、《喜剧理论》（译著）、《美育辞典》（主编）、《体大思精的》（
专著）、《哲人思絮》（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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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自得说与鉴赏主体性的历史考察　　主体性，是个现代名词，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
着意强调的一个观念。
它意味着个人的自我选择，自我造就；它强调每一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计划，自觉地把自己推向未来
的存在，一方面追求自我本质力量、自我价值的肯定和实现，一方面必须对自己的行为和本性负责。
文学鉴赏的主体性，就是指读者在文学鉴赏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自我能动性、自觉性和自我价值的实
现。
在中国古人关于文学鉴赏的论说之中，我们发现，“自得”一说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文学鉴赏主体性
的内涵，反映了古代读者文学鉴赏的主体性精神，“自得”说从宋以前宥蔽、宋代发生到清代发扬光
大的过程，揭示了中国人对鉴赏主体性，对读者的作用、价值、地位以及对文学鉴赏创造性功能认识
的历史过程。
通过对这一过程的揭示，可以见出中国古代文学鉴赏论富有民族特色的基本内涵。
同时，也会让人们看到，“自得”说不仅是古典主义的，也颇具现代意义。
 　　第一节　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学鉴赏意识　　一、先秦两汉时期鉴赏意识的孕育　　先秦时期，文
学观念还不具备完全独立的品格，自然，文学鉴赏观念也处于孕育之中。
但随着文学的发展，《三百篇》和《楚辞》两大系统的文学创作，如两座高峰，辉映南北。
有文学作品就有文学鉴赏实践，有鉴赏实践就有鉴赏意识和观念的产生。
《尚书·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既是讲作诗的道理，也是讲赏诗的道理，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文学欣赏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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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文学鉴赏自得论》以鉴赏为中心，进而探讨“自得”之说。
这一选题，以前从未见有人涉及；即使偶有触及者，也只是涉及其中的部分内容，而像这样全面深入
进行探讨者，学界似未出现过。
如用当下常用的话表达，也可说是填补了中国学术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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