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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依照历史发展顺序，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代前中期、近
代七编，说明我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过程。
全书内容系统，对于诗文、小说、戏剧各文学领域的理论批评，对于历代比较重要的批评家及其论著
，均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
本书在撰写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观点稳妥，叙述平实；同时注意吸收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在一些
问题上提出了新的看法，具有很好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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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文章流别论》论诗，认为三言至九言各体均源于《诗经》，这体现了他的宗经立场。
又说：“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
”又说五言、七言“于俳谐倡乐多用之”。
这一方面出于宗经的立场(《诗经》主要是四言)，一方面也确实反映了汉代以来朝廷和民间音乐歌诗
的实际情况，即用于隆重场合的朝廷雅乐所用诗多为典雅的四言，而朝野供娱乐的俗乐多歌唱流美的
五言、七言诗(尤以五言为主)。
另外这也反映了当时诗坛的风气。
魏晋时五言诗发展很快，佳作迭出，但四言仍然还是重要的诗体。
西晋人所作四言诗颇为不少。
如潘岳、陆机那样的著名诗人，在大量写作五言诗的同时，也还是写了不少四言诗。
当时称赞四言诗作品的言论也并不鲜见。
因此挚虞重视四言诗，与时代风气并不矛盾。
当时人对于四言、五言诗的态度，可说反映了雅、俗两种欣赏趣味并存的情况。
而挚虞以“音之正”与“非正”称说四言及其他诗体，表明他的立场偏于雅的一面。
　　《文章流别论》还言及《诗经》的六义。
其解释大多沿袭汉儒，只是释兴云：“兴者，有感之辞也。
”与汉儒所谓“托事于物”不同。
但挚虞的说法并非否定旧说。
所谓“托事于物”，是指在草木禽鱼等“物”中寄托人事，挚虞只不过从另一角度加以补充，即认为
诗人为草木禽鱼等物所触发而引起感慨，联想到人事。
虽并非否定旧说；但实反映了六朝人对于自然风物诱发感慨、引起创作冲动这一现象的自觉和重视(参
见本章第二节论《文赋》)，与当时感物抒怀之作大量涌现有密切关系，因而具有新的因素，后来《文
心雕龙·比兴》以“起情”释兴，“起情”亦即触物有感之意，与挚虞的说法不无联系。
　　独孤及天宝中与李华、贾至交往，尊事二人为兄，思想倾向也颇为一致。
他同样推崇《六经》是不可企及的文章典范，而以《楚辞》、汉赋为文风浇讹之源。
他曾引述友人的话说：“扬、马言大而迂，屈、宋词侈而怨。
沿其流者，或文质交丧，雅郑相夺。
”(《唐故殿中侍御史赠考功郎中萧府君文章集录序》)贬抑屈、宋，是当时复古者共同的论调。
　　值得注意的是独孤及除尊经之外，很重视两汉文章。
他说：“后世虽有文章，六籍其不可及已。
《荀》、《孟》朴而少文，屈、宋华而无根。
有以取正，其贾生、史迁、班孟坚云尔。
”此语见于其门人梁肃的《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是教导梁肃如何作文时所说。
看来他对于文采还是重视的，认为《孟子》、《荀子》文采不足，故以贾谊的政论文和马、班的《史
记》、《汉书》为效法对象。
按卢藏用曾说：“汉兴二百年，贾谊、马迁为之杰，宪章礼乐，有老成人之风。
”(《陈子昂文集序》)萧颖士也说贾谊“文词最正，近于理体”(见李华《萧颖士文集序》)。
独孤及则进而与《荀》、《孟》比较，将贾、马、班三，人的作品作为学习写作的典范，具有从思想
内容和写作艺术两方面加以肯定的意味。
这对后来韩愈、柳宗元都颇有影响。
　　在独孤及论文的言论中，还有颇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比前人更鲜明地；反对骈偶声律。
《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云：　　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为用，亦犹涉
川者假舟楫而后济。
自典谟缺，雅颂寝，世道陵夷，文亦·下衰。
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后比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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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风流荡而不返，乃至有饰其词而遗其意者，则润色愈工，其实愈丧。
及其大坏也，俪偶章句，使枝对叶比，以八病四声为梏萃，拳拳守之，如奉法令。
闻皋繇、史克之作，则呷然笑之。
天下雷同，风驱云趋，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犹木兰为舟，翠羽为楫，玩之于陆，而无涉川之用。
痛乎流俗之惑人也旧矣。
　　从文章内容与文辞、文采关系的角度，批判讲究对偶、声律的骈俪文体“润色愈工，其实愈丧”
，较之萧颖士反对“局夫俪偶”的说法，论述得更深入一些。
独孤及本人的作品，多取散行，骈俪之作甚少，确可与其理论主张相印证。
　　独孤及关于诗歌的意见却与对散文的要求颇有不同。
其《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云：　　五言诗之源，生于《国风》，广于《离骚》，著于苏、李
，盛于曹、刘，其所自远矣。
当汉魏之间，虽以朴散为器，作者犹质有余而文不足。
以今揆者，则有朱弦疏越、太羹遗味之叹。
历千余岁，至沈，詹事、宋考功，始裁成六律，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伦，歌之而成声，缘情绮靡之
功，至是乃备。
虽去雅浸远，其丽有过于古者。
亦犹路鼗出于土鼓，篆籀生于鸟迹也。
沈、宋既殁，而崔司勋颢、王右丞维崛起于开元、天宝之间。
得其门而入者，当代不过数人，补阙其人也。
补阙讳冉⋯⋯右丞相曲江张公深所叹异，谓清颖秀拔，有江、徐之风。
⋯⋯其诗大略以古之比兴，就今之声律，涵咏风骚，宪章颜、谢。
⋯⋯　　这里充分肯定了诗歌由质趋文的历史发展，尤其是明确地肯定了回忌声病、讲究对偶的律体
诗。
对历朝著名诗人，包括南朝的谢灵运、颜延之、江淹：徐陵都表示推重，更充分肯定了初唐沈佺期、
宋之问使律体诗最终得以完成的重大贡献。
显然独孤及在这里并不强调诗歌的政教内容，所重视的是其缘情绮靡的审美价值。
看来他的复古、宗经、宏道之论，主要是就散文写作而言，诗歌则是仍被作为怡情悦性之具的。
　　梁肃(753—793)，字敬之，一字宽中，郡望安定乌氏(今宁夏固原东南)，世居河南陆浑，后又迁新
安(今属河南)。
曾为右补阙、翰林学士等。
《全唐文》存文六卷。
在古文运动前驱者中，梁肃是承前启后的人物。
他青年时以文章见知于李华、独孤及，自称是独孤及的“门下士”。
而晚年曾奖借韩愈、李观、欧阳詹等人。
　　梁肃论文，也推崇两汉。
他称道独孤及“其文宽而简，直而婉，辩而不华，博厚而高明。
论人无虚美，比事为实录。
天下凛然，复睹两汉之遗风”(《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
又在《补阙李君前集序》中说：　　炎汉制度，以霸王道杂之，故其文亦二：贾生、马迁、刘向、班
固，其文博厚，出于王风者也；枚叔、相如、扬雄、张衡，其文雄富，出于霸途者也。
　　以两汉政论文和史家之文出于王风，辞赋出于霸道，隐含前者高于后者之意。
但既说汉代制度本是兼取王霸，则于后者仍有肯定的意思。
梁肃这里主要是以王、霸为比喻，形容两种作品的风格特点。
　　　　在思想内容方面，一百二十回本的具体评点与李贽《忠义水浒传序》强调忠义、歌颂招安的
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
如第一回评点即开门见山地指出：“忠良二字，是此一部根本。
”《水浒》第四十二回九天玄女对宋江说：“宋星主，传汝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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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
”这里评道：“数语是一书作传根本。
”于宋江改聚义厅为忠义堂处，又批道：“添一‘忠’字，便是招安之根本。
”一百二十回本评点将忠义、招安视作　　《水浒》的“根本”，也就将宋江看作是忠义的化身，对
他无限的爱慕和崇敬，如第八十五回宋江说：“纵使宋朝负我，我忠心不负宋朝。
”批道：“食廪禄骗高爵者，可以三复此，且流汗愧死!”评点者从忠义出发，也就对“奸臣”、“贪
官”作为对立面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当《水浒》第二十二回写到“朝廷奸臣当道，谗佞专权，非亲不用，非财不取”时，批道：“正是一
部书的大题目，特为揭出，莫作闲话看过。
”第八十二回当宿元景责骂高俅、童贯等人：“四边狼烟未熄，中间又起祸胎，都是汝等庸恶之臣，
坏了圣朝天下”时，又批道：“说尽　　亡国时事，真名言。
”评点者甚至说：“官吏之恶甚于草贼”(第六十五回批)，“满朝奸臣，不如一娼”(第一百二十回
批)，表达了对当时黑暗腐朽官场的无比愤慨。
与此同时，评点者对那些被迫进入水浒、专与贪官作对的“强人”寄予同情，加以赞扬。
这不仅表现在对李逵、鲁智深、武松等一些英雄的“快人”性格经常赞不绝口，而更突出地反映在评
点者常在贪官和英雄的对比中表示自己的鲜明态度。
如在《吴用智取生辰纲》一回的总评中说：“生辰辄用十万贯金珠，此必从掊克得来，卒为绿林中好
汉取之，可为贪得者之鉴。
”第二十三回总评又说：“武松视虎如蚁，后来梁山一般好汉视童、蔡辈为虎而冠者也，所以急欲以
景阳几拳与之。
”评点者这样反对贪官、歌颂英雄，尽管其主观动机是为了宣扬“忠义”，维护封建统治，但在客观
上确是肯定了《水浒》揭露社会矛盾和黑暗，歌颂人民起义的一面，在当时还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
　　一百二十回本的评点对于《水浒》的艺术分析着墨不多，但也略有可观之处。
首先，它对于如何描绘人物形象的问题，还是有所注意。
《水浒》第四回写到鲁智深去打禅杖时，“那打铁的看见鲁智深腮边新剃，暴长短须，戗戗地好惨濑
人，先有五分怕也。
⋯⋯”于此批道：“从打铁人眼里写出剃须发的鲁达真形来，是何等想笔!”这是点出从别人眼里来描
绘英雄外形的。
评点中也有指出从别人嘴里来刻画英雄情态的。
如第七回写林冲妻子被高衙内调戏后，一日与鲁智深一起酒后买刀，当林冲到家取钱给卖刀汉后再问
他：“刀从哪里来?”那汉子发了一通感慨。
此处就评道：　　只到家取了钱去似亦可住，却又诘问来历一番，不独细腻，且于汉子口内写出一段
壮士失时的情语来，真能动人，添多少光景。
　　当然，刻画人物主要还是从正面来描写人物的语言、行动和心理活动等。
对此，评点者也发表了一些意见。
如第十一回写林冲云：“当晚林冲仰天长叹道：‘不想我今日被高俅那贼陷害，流落到此⋯⋯”’批
曰：“摹写愤恨语情，真使英雄堕泪!“第三回史进投奔延安府，路过渭州时写道：“史进在路，免不
得饥食渴饮，夜住晓行，独自一人行了半月之上，来到渭州。
‘这里也有经略府，莫非师父王教头在这里?’史进便人城来看时，依然有六街三市。
只见一个小小茶坊，正在路口。
⋯⋯”评点者在“这里也有⋯⋯”两句处加了圈点并批道：“直接。
此数句眼里。
心里、口里一时俱现，更无一毫帮衬牵缠，真史迁之笔厂总之，一百二十回本评点指出了刻画人物的
一些具体方法，不能说没有价值，但它并未充分注意分析人物的性格特点。
第二十四回眉批曾说：“将一个烈汉，一个呆子，一个淫妇，描写得十分肖像，真神手也!”这似乎触
及了人物性格的类型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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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恰恰这句话，也见于百回本的眉批。
这不能不引起了人们怀疑后出的百二十回本有伪托的可能。
　　关于情节结构，评点者主张既要合情合理，又要波澜曲折，做到“真”与“奇”的统一。
这在以下几回的批评中谈得比较明确：　　情事都从绝处生出来，却无一些做作之意，此文章承接入
妙处。
（第二十三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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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我们曾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至80年代中期，集体编写了一部三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该书被指定为全国高校文科教材，流行颇广。
最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相当活跃，有关论著、论文数量众多，其中并有若干
有分量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新著。
我们也于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集体编写了七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
这些都为出版较早的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修改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这部批评史新编，以原来的三卷本为基础，体例框架大致照旧，分为两册，按时代前后，分为先
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代前中期、近代七编。
在内容方面则变动较大，对原著作了许多增删，重写了不少章节，改正了过去一些不妥当的提法，因
此改名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
在内容的改动方面，主要吸取了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的研究成果，也参考了时贤的若干看法
，由于体例限制，未能一一注明，请读者谅解。
　　原著编写者除我们两人外，尚有袁震宇、李庆甲、黄霖同志，刘大杰先生曾对上册进行审阅，并
作了部分修改。
前此，刘先生、李庆甲同志已先后去世。
参加此次新编撰写工作的是王运熙、顾易生、袁震宇、黄霖、杨明、邬国平同志。
具体分工如下：　　杨　明：第一编，第二编中的绪论、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编中的绪论、第一章
第一、二、三节、第三章。
　　王运熙：第二编中的第三章、第四章，第三编中的第一章第四、五节、第二章、第四章。
　　顾易生：第四编中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一节。
第五编中的第一章。
　　袁震宇：第四编中的第四章第二节，第五编中的第二章，第六编中的第五章，第七编中的第二章
。
　　黄　霖：第四编中的第四章第三节，第五编中的第三章，第六编中的第六章，第七编中的第一章
、第三章。
　　邬国平：第六编中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
　　第四、五、六、七各编的绪论由顾易生、袁震宇、黄霖、邬国平共同撰写。
　　王运熙　顾易生　　2001年2月　　于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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