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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来，有关中西诗学对话的话题相当热门，学界人士就其必要性、可能性、发展方向、选择途径等
展开多方面论述，发表了不少好的意见，但实际对话的成绩仍不显著。
为解决这一研究障碍，特编辑此书。
全书分上中下三编：情志篇、境象篇和言辞体式篇。
　　古老的中国文明，就其精神生活的层面而言，经常焕发出一种诗性智慧的光辉，其突出的标志便
在于对生命理念的强调和发扬。
如以天地万物为一气化生，视大化流行为生生不息，在价值观念上“重生”、“厚生”，乃至将天人
及人际间的组合秩序归结为生命和谐等，虽处处带有古代中国宗法式农业社会的烙印，而透过其历史
的外衣，仍可窥见内里深藏着的人性本真。
这或许是华夏文明历经久远而迄未丧失其动人魅力的重要原因。
　　作为传统诗性智慧的结晶，中国诗学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的深处，不仅积累丰厚，特色鲜明，亦
且自成统系，足具精义。
清除其历史的杂质，抉发其思想的精微，在现代语境下予以新的阐释，是完全有可能为人类诗学的未
来发展作出其重大贡献的。
然则，什么是中国诗学的主导精神呢？
据我看来，也就在于它从民族文化母胎里吸取得来的生命本位意识。
正是这种生命意识，贯串着它的整个机体，支撑起它的逻辑构架，渗透到它的方方面面，从而形成了
它独特的民族风采和全人类意义，值得我们仔细探讨。
近年来，一些学者已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还有深入的余地。
本书尝试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开拓，先就一些基本范畴和命题中蕴含的核心理念稍加提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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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中国诗学之现代观》后记
这本书稿的酝酿有很长时间了。
记得是二十年前，在一次古文论学会的年会上，我作了个发言，建议古文论的研究当从特定的理论范
畴和命题入手，通过解析一系列带有关节性的范畴和命题，找出其内在的联系，便可进而把握文论的
整体性逻辑结构，且亦不至于丢失其鲜明的民族特色。
这一建议受到王运熙先生首肯，他鼓励我从事此项研究，但当时正忙于其他一些任务，萌发的一点观
感只能暂时封存。

一晃眼七、八年过去，原先在手的几项课题大致告一段落，我开始认真考虑下一步工作，有了以此为
新的突破点的构想。
古文论范围太大，个人比较熟悉的是诗歌理论批评，于是决定搞中国诗学，在94年5月间写下第一个研
究提纲，随后于95、96年间两次修订并给予细化。
就在这逐渐深入思考和准备的过程中，发现自己于历史资料的掌握上还有不少脱略的环节，影响到对
诗学传统的整体观照，遂又产生先梳理一下诗学史的演进脉络的想法。
恰好此时我应聘于上海师大人文学院任兼职教授，帮着组织一些大型课题，便提出搞多卷本《中国诗
学史》的设想，得到了积极的回应。
《中国诗学史》于“九五”期间在上海市社科规划办立项，共七卷，每卷都由熟悉这部分内容的专家
学者执笔，本人主要承担二万字的总纲。
这个总纲原是为统一全书的基本思路、协调各卷之间的衔接关系而立，其中对诗学观念的历史流变有
一个总体的考察，后作为全书总论发表出来了。
为写好总纲，逼着我翻阅了大量资料，更与各卷撰写人反复商讨，前后花费近一年时间，算是对诗学
史的脉络有了较清晰的印象。
而后在各卷编写与通稿的过程中，还经常接触一些新问题，不断加深着自己的理解。

正当《中国诗学史》紧锣密鼓地撰写进程之中，90年代后期的文论界开展了一场有关“古文论的现代
转换”的学术争鸣，且很快走向白热化的思想交锋，这个提法甚至被一些人斥之为“伪命题”。
我因忙于手头的事务，开初并未置意，争辩激烈后方引起关注。
通观各家意见，除“现代转换”一语由于不同解说而造成歧义，加上一部分人对以往那种庸俗化和实
用功利化的“古为今用”抱有反感外，这场讨论确也暴露出当前学界在如何对待思想文化传统上的不
同认识，最核心的一条便是传统要不要推陈出新的问题。
我是主张推陈出新的，所以在原则上赞同“现代转换”，而且我认为这不是什么新奇的口号。
海外学者如林毓生教授，早在80年代之初即已提出“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命题；美籍华裔学者成中
英教授87年来沪讲学，亦曾以“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作演讲题目。
虽然对他们的具体阐述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意见，却从未听得哲学界和思想文化界人士就他们的话题
大加讨伐，为什么到古文论领域就容不得“现代转换”呢？
怀着这一困惑的心情，我也尝试撰写过一两篇文章参与讨论，但并不打算胶执于口舌之争。
我想，在讲清道理之后，重要的是从事实践。
如能切切实实地拿出一批成果，就传统文论中的某些专题进行合理的现代阐释，使传统的精义得以与
现代意识相会通，传统存活于当代得到证实，则许多不必要的误解、猜疑和成见当会消解，而人们始
能更平心静气因亦更深入细致地来对问题的实质加以探讨和评估，学术思想的进展也才有指望。
这件事坚定了我投入中国诗学研究的决心，我感到此项研究的意义已不限于诗学本身，它关系到整个
民族文化传统的未来命运的理解，也涉及中国新文化的建构中是否包含“传统的转化”这一战略性的
任务。

新世纪伊始，我以“中国诗学之现代观”为题，向国家社科规划办申报立项并获得批准，几年来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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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这个题目。
工作的进展比原初的想象要费力得多，主要原因在于思考重心有了转移。
原先想到的只是要清理中国的诗学传统，重在传统的复原；现在的着眼点则是怎样运用现代意识来观
照与阐发传统，以求释放传统内蕴的生命活力。
这两重考虑亦非截然分割，因为即使意在复原，还须经由现代人的手来做复原工作，总免不了现代意
识的参与，而若意在阐发，又仍然是对传统自身的阐发，并不能脱离传统去任意生发。
如何在复原与阐发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做到不即不离，实在是对从事此项工作的人的艰巨考验。
另外，既然把落脚点放在“现代观”上面，则除了对阐释对象（即中国诗学传统）要有真切的把握外
，阐释者本人亦须具备相当的现代理论的修养，包括西方世界乃至东方其他民族的诗学与美学素养，
这在我来说也是很欠缺的。
90年代以来，曾有计划地抽出时间，做一点补课工作，重新阅读和补充阅读西方近现代以来各家各派
的理论名著，而终觉底气不足，所以书稿中时有涉及中外文论比照之处，大多是点到为止，不敢尽情
展开。
要能真正综括古今、融贯中外，需要有比我更精通各方面传统且更具有识力是人来做才行，我只能算
探探路子罢了。
以我的年龄和精力，恐怕也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了。

几年来的努力，写成十五个专题，大致贯彻了我所设定的方法论原则，即：从特定范畴与命题切入，
通过追源溯流式的考察，弄清其本来涵义及演化脉络，再逐步提升到古今会通的理论观照点上来。
这些专题虽远不足以包罗中国诗学的全部精粹，但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能将方方面面的问题带动起
来，且互相关联，有可能形成某种网络式结构。
编排上，我把它们划为“情志”、“境象”、“言辞体式”三个层面，大体与中国诗歌艺术的“意－
象－言”系统相应。
当然，“意－象－言”作为一个整体，不容割裂，所以各篇之间亦常勾连交渗，难以厘清界限。
各个专题之上有一篇总论性的导言，对中国诗学的精神特质作一鸟瞰式提挈；结语部分侧重在诗学传
统推陈出新的估量，也是就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一点分疏。
这便是书稿的基本构成。
还须作交代的是，置于卷首的那篇文字，原是90年代中期我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研讨中的一次发言稿
，较早地体现了我本人对传统诗学的现代阐释的原则性思考，以其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故用为全书
序说。
其后我在不同场合之下还曾从不同角度就这个问题发表过一些看法，与前文可相互补充发明，现收入
本书附录。
另一篇有关王国维诗学观的评论亦附载于此，是因为据我看来，王氏实乃近代中国从事诗学传统出新
工作的第一人，他的经验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

本书稿的撰写，得到国家“十五”社科基金的资助。
成书过程中，参阅了大量近人及今人的研究成果，获益良多，包括我在指导博士论文时与同学们相互
切磋，亦常从中得到启发，无法一一注明，均阑入参考书目，以志勿忘。
上海古籍出版社赵昌平先生热心促成书稿问世，出版社同人们付出辛勤劳动，一并申谢。

生也有涯，知也无涯。
穷毕生之精力，果能稍有窥于学问之道也否，未敢期也，吁！

陈伯海
乙酉冬日记于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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