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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近数十年来发展很快，研究者众多，研究成果数量巨大。
从不同的视角，从不同层面切入，展示古文论的不同面相。
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亦多样并存，或意在为今所用，于是有种种方法的提出，如体系建构、话语转换
；或着眼于文化传承，重在窥测其本来之面目，于是有古文论民族特色之讨论；或意欲探究其发展之
脉络，于是自思潮入手；或欲了解不同文学观念之特点及其产生之因由，于是有流派文学思想、地域
文学思想之研究；或自文化背景考察古代文论，于是有古文论与政局、儒家、道家、佛教、道教等等
关系之研究；或结合创作实际，探究古文论产生与发展之思潮始基；或融通中西，于中西比较中认知
我国古文论价值之所在。
或宏观，或微观；或理性思索、理论表述；或史料考索，寻根问底。
凡此种种，都各各有其收获，亦各各存在进一步拓展之空间。
不论何种之研究，最为基本之工作，均离不开对于古文论本来面目之确切解读.八十年代初有过古文论
民族特色之热烈讨论，终因没有从细部做起，没有建立在全面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而停留于一般印象
。
九十年代初又有过古文论理论体系之阐释，同样由于印象式而未能深入下去，大抵以今人之思维模式
附会古人，名为古文论之理论体系，实则为研究者之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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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范畴研究展开了、细化了。
除了范畴的质性与特点、内在联系、显性与隐性诸问题之外，还落实到“涩”、“老与嫰”、“闲”
、“躁”、“淡”、“风骨”等等的精微解读。
对范畴作不同层面的解读，分出不同层级的范畴以及此种不层级范畴之间的关系，探索不同元范畴之
间的联结，从而呈现我国古文论内在的发展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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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今人沿用《尚书》的既有词语来指称范畴，但在中国古代，它原本是另有称名的
，那就是与“实”相对的“名”。
先秦时“名实之辨”大兴，儒家重视“必也正名”，墨子针对性地提出“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
②其它各家如《庄子·逍遥游》也说“名者，实之宾也”，《公孙龙子·名实论》又说“夫名，实谓
也”，大抵都对此两者作了分疏。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后期墨家。
墨辩之论“名”、“辞”与“说”，《经说上》说：“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耦，合也”
。
《经上》并有“名，达、类、私”的讨论，其中“达名”作为“有实必待之名”，具有普遍性，就意
同今天讲的范畴。
荀子说：“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辩说也者，不异实名以喻动静
之道也”，又说：“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徧举之，故谓之物。
物也者，大共名也⋯⋯有时而欲徧举之，故谓之鸟兽。
鸟兽也者，大别名也”，③这里的“大共名”，同“达名”，在突出范畴须“制名以指实”的同时，
更对“名”的类别以及如何达成“名”与“实”的统一作了探索。
所以，自本讲开始，我们经常会用“名言”这个词来指代范畴。
当然，在用这个词时，更多是从范畴的表达形式着眼的。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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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近年来，古文论范畴研究日渐受人关注；从论文到专著，相关成果迭有出现。
不过，总体而言，许多工作只是延续着援引用例解释字义的老套，捃摭固勤，难称完密。
名为翻译可也，称作研究，总觉不够。
个人也如此，常以蹩脚的翻译充研究，结果左支右绌，不胜繁剧。
至于成效如何，根本不敢乐观。
研究是谈不到了，那么翻译呢？
似乎也有所不逮。
古人称翻译为“象”，“此类之本名，在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不过因“
周之德先致南方”，故以“象”总其名。
其中特别有才智者又称“象胥”。
其所司职，如《周礼·秋官》所说，在“通夷狄之言”，或以北方所称“译”，译者，易也，“谓换
易言语，使相解也”。
但其实，其所留意与经心的，也在通达异方之志，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在能通此异方之志。
当然，也包括能使异方通己之志。
故总要而言，古人于此一事，信实之外，从来还有更高的追求。
此所以佛教东来，释道安主慎译，鸠摩罗什却重依实出华。
以后，严复倡信达雅之说，就更为人熟知了。
什么是依实出华？
什么是信达雅？
其不愿降译者为“舌人”的用意，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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