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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所讲的文学批评，是指狭义的文学批评，即它是和文学理论、文学史并列的一种文学学术。
其实践的层面，是指一种和文学创作相对的文学活动；其学理的层面，是指对文学批评实践活动中体
现出来的批评观、批评方法、批评的话语范型、批评文体、批评思维等进行的系统理论探讨，因而，
在学理层面，文学批评也可以叫做“文学批评学术”。
本书以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批评为对象，分析其中内含的文学批评观念、批评方法、批评话语、批评
心态、褒贬尺度，同时，对古今评论家留下的关于文学批评观念、方法的理论文字也予以现代阐释。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源远流长，中国古代总集、别集的序跋和注释，历代的诗评、诗话、词话，诗
、文、小说、戏曲的评点，文人之间的书信往来，书目文献的提要，笔记杂著等丰富的文学批评史料
中，隐含着极富民族特色的批评思想、批评方法、批评话语和批评体制。
由于思维方式的民族根性和古今汉语的文化特性在近代文化转型中并没有彻底断裂，中国现代文学批
评家和传统批评之间出现变异的同时，必然存在着由文化和语言制约的继承和贯通。
古代文学批评的观念、方法在现代知识的背景下不断被理解（给予现代学术的解明）、被吸收（“古
典”与“现代”之间的通融）、被印证（古今文学批评的可对应性）。
这就形成了绵延20世纪的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与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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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依经立义与笺注　　“依经立义”是经学阐释的基本方法。
两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先秦流传下来并经孔子删改、议论的《诗经》被奉为儒家经典。
除《诗经》外，《离骚》也被附会为“依托《五经》以立义”①。
在经学家眼中，《诗经》、《楚辞》无不具有美刺讽喻之义。
“依经立义”的方法在汉代形成，并派生出序、传、注、疏的阐释体制。
这种“依经立义”的阐释传统，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产生了长期弥漫性的影响，成为传统文学批评的
一种重要模式。
　　“依经立义”的单一思路，“尽舍诗中所言而别求诗外之物，不屑眉睫之间而上穷碧落、下及黄
泉，以翼弋获”，这种阐释模式“可以考史，可以说教，然非谈艺之当务也”②。
用“依经立义”的方法，解说者“说字无字外之句，说句无句外之意，说意无意外之味”③。
王夫之曾以《诗·出车》篇为例，指出其妙处“训诂家不能领悟，谓妇方采蘩而见归师，旨趣索然矣
。
”④“依经立义”的说诗方法，要么脱离具体语境，用诗外之物比附、提取道德政治主题，要么泥辞
以求、字字落实，不能超越作品语言的层面去体悟其整体意味。
　　笺注是经学方法派生出来的批评体制。
笺注源于汉代经学家经书的注、笺。
从汉代开始，历代治经者的成果形式主要就是笺注。
这种传统治经方法影响到诗文批评中，便出现了以读解作品为中心的笺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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