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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传统文论的构成形态是集理论、评论、创作三位一体。
文论本分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二者，一是对具体文学对象的分析、研究、评价，称文学评论，一是对
理论问题的探讨与论证，称文学理论。
西方文论，评论归评论，理论归理论，二者之间的界线较为明晰，而中国传统文论则不同。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认为，西洋文论“偏于文学裁判及批评理论”，而中国传统文论不“偏于
文学裁判及批评理论”，而是“偏于文学理论”，“对于文学理论则比较热烈”。
但很多人又认为情况不是如此，他们认为传统文论确是五光十色，但却不那么纯粹或专门。
所谓不纯粹，是说传统文论提出文学问题时，理性色彩并不浓厚，理论不怎么像理论，就美学而言，
他们认为西方美学偏于理论形态，具有分析性和系统性，而中国美学则偏于经验形态，大多是随感式
的、印象式的、即兴式的，带有直观性和经验性。
如朱立元《走自己的路》说：“中国古代文论偏重于直觉、顿悟和对感性体验的描述，这是学界比较
一致的看法。
”（载《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西方人更是如此看待中国传统文论，鲍桑葵《美学史》说：“许
多读者也许会抱怨本书几乎完全没有直接提到东方艺术，不论是古代世界的东方艺术也好，还是近代
中国和日本的东方艺术也好⋯⋯因为就我所知，这种意识还没有达到上升为思辨理论的地步。
”他又说：“中国和日本的艺术之所以同进步种族的生活相隔绝，之所以没有关于美的思辨理论，肯
定同莫里斯先生所提出的这种艺术的非结构性有必然的基本联系。
”既不偏重于裁判、评论，又不偏重于思辨、理论，于是人们提出传统文论的形态特点是评论与理论
的融合，如张伯伟《中国诗学研究》说起中国古代文论的特点之一：“中国古代文论，很少作抽象的
纯理论的说明。
批评家总是将理论批评贯彻于实际批评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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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名家研究》是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冯仲平教授与他的六位研究生的合著。
全书通过具体个案的深入探索，描述了每位名家的理论体系，呈现了小说评点辉煌时期的概貌。
第一章从解读方式、美学突破和历史作用等层面揭示了李贽小说理论的重要价值：第二章从文本特性
、创作规律、人物性格与结构原则等层面梳理了金圣叹小说评点的理论内涵；第三章从结构形态、具
体方法与美学特点等层面建构了毛氏父子叙事结构理论的系统框架：第四章从小说观念、批评动力、
典型性格及艺术欣赏等层面描述了张竹坡小说评点的内容构成；第五章在确定冯镇峦小说评点的历史
坐标、挖掘其理论内涵与文化价值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追忆批评的特征与价值；第六章从文本特征
、文法结构、视角艺术和叙事意象等层面探讨了但明伦小说评点的理论成就；第七章从陌生化、反讽
手法与召唤结构等层面入手，揭示了脂砚斋《红楼梦》评点的美学意旨；第八章则抓住观念突破、理
论形态与传播理念等核心元素，揭示了梁启超小说理论的价值和意义。
全书系统深入，重点突出，方法灵活，顿多新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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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首先，用充满天机、活泼的语言，自然真率地表露自己的思想感情。
在《水浒传》评点中，李贽对那些天性人物尤为喜爱，李逵、鲁智深、阮小七都是他心中的佛。
第四回中鲁智深初上五台山，直接坐到方丈下首，员外提醒他不该如此，他说“洒家不省的”，妙语
天然，所以李贽评道“一知礼教便不是佛了”，明显透露出对假礼教的憎恶之感。
　　其次，李贽眼里的趣，还有打趣的意味。
据袁中道《李温陵传》载，李贽是一个“中暖外冷，风骨柃柃”的汉子，他的文章“剔肤见骨，迥绝
理路。
出为议论，皆为刀剑上事”。
他无书不读，其评点文字也是“肌劈理分，时出新意”。
有一次杨升庵戏李贽说：“东坡嬉笑怒骂皆成诗，公诗无嬉笑，但有怒骂？
”李卓吾便谑之日：“果哉怒骂成诗也！
升庵之言，甚于怒骂。
”。
正是这种游戏的态度，使他的《水浒传》评点充满机趣，读来忍俊不禁。
　　李贽独处机心，往往出人意料。
第二回中，鲁达为救助金氏父女向李忠借钱，李贽打趣道：“这个人会募缘，合作个和尚。
”第五回中，鲁智深假扮刘太公的女儿成亲，痛打山贼，李贽批道：“这个新人也奇，又打老婆了。
”第四十六回中，宋江和晁盖商量攻打祝家庄可以赚得三五年粮食，李贽批道：“比偷鸡又狠些。
”第四十八回中，王英被一丈青活捉，李贽批道：“可知捉去的便是老公。
”第五十回中，李逵一身黑污，腰里插着两把板斧，直到宋江面前唱个大喏⋯⋯李贽批道：“文雅有
礼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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