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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论当随时代

%%%论徐中玉先生的文艺观

刘锋杰

摘!要! 徐中玉先生尊重并探寻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为审美反映论的出现作出过重要贡献$率先在中国文论教材中提
出(文学是人学)的命题"论证了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的深刻关联性$强调中国文学的伟大性"期望(天地之至文)的出
现! 徐中玉为中国现当代文论建设注入了他的心力与观念!
关键词! 徐中玉$!艺术规律$!文学是人学$!人道主义$!天地之至文
作者简介! 刘锋杰"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中国现代文
论史#张爱玲研究等! 通讯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锦悦苑 & %#Z 室"($&###! 电子邮箱% G=/@*$#%-$"'037H! 本文
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中国文论教材中*文学定义+研究),项目编号% $YU5M#&Z-的阶段性成果!

!"#$%! B=)1<C<9D617<9?67/G2 A2CE)N)+1G@)7)61D=H1+! [. O<7@04/ 567.89/:+_=1K7@B=)1<C)/<1C.2 A<)
&'(#)*+#! D61ECE1<HC=.)C=.+)6C))611H1<81.317@C1+)61)=3<1@G13)=7. )617<9=. ;6=.CKC+GC<81G9)6137.)<=>/)=7. 7@O<7@04/
567.89/ C+)61<1+/G)7@6=+<1+E13))7C.2 1JEG7<C)=7.+=.)7)61C<)=+)=3GCK7@G=)1<C<93<1C)=7.0O<7@04/ @=<+)=.37<E7<C)12 )61
.7)=7. )6C),G=)1<C)/<1=+)61+)/297@HC.- =.)7)61G=)1<C<9)617<937/<+1>77I+=. ;6=.CC.2 21H7.+)<C)12 )61E<7@7/.2
=.)1<37..13)=7. >1)K11. G=)1<C)/<1" 6/HC.=)9C.2 6/HC.=)C<=C.=+H0S1CG+7+)<1++12 )61/.=b/18<1C).1++7@;6=.1+1G=)1<C)/<1C.2
C.)=3=EC)12 )61C2F1.)7@,)61EC<C87. 7@)61K<=)=.8=. )61K7<G2-0O<7@04/ 21F7)12 6=H+1G@)7)611+)C>G=+6H1.)7@H721<. C.2
37.)1HE7<C<9;6=.1+1G=)1<C<9)617<90
,%-./)0(! 4/ 567.89/#!GCK7@C<)#!G=)1<C)/<1=+)61+)/297@HC.#!6/HC.=)C<=C.=+H#!)61EC<C87. 7@)61K<=)=.8=. )61
K7<G2!
&1#2/)! <"1=%45>"%=+C2=+)=.8/=+612 E<7@1++7<C);6=.1+1O71)<9T1+1C<36 ;1.)1<" A.6/=̀ 7<HCGR.=F1<+=)9" C.2 CE<7@1++7<
C)?3677G7@;6=.1+1BC.8/C81C.2 B=)1<C)/<1" ?77367KR.=F1<+=)90S=+<1+1C<36 =.)1<1+)+=.3G/21G=)1<C<9)617<9" 6=+)7<97@
H721<. ;6=.1+1G=)1<C<9)617<9" C.2 )61+)/297@W=G11. ;6C.80A22<1++! & %#Z Q=.9/19/C." M/,67.8P=+)<=3)" ?/,67/
($&###" Q=C.8+/ O<7F=.31" ;6=.C0WHC=G! G=/@*$#% - $"'037H D6=+C<)=3G1=++/EE7<)12 >9)61 C̀)=7.CG?73=CG?3=1.31+
7̂/.2C)=7. 7@;6=.C$$YU5M#&Z&0

!!徐中玉跨越中国现代史的几个重要节点"出生
于,五四-前夕"继承并发扬着,五四-精神"实历抗
战'内战'$X&Y 年',文革-',新时期-'新世纪* 他
虽不以某篇文章'某一专题研究而一鸣惊人"但却
以绵长的学术活动'不断彰显的学术立场与取向"
为中国现当代文论建设注入自己的心力与观念*
他的研究,随时撰述以究大道-$章学诚 $(X&"故
可名之曰,文论当随时代-"其特点是! 以中国人的

现实生活为中心切入文学诸问题讨论"多从社会成
因与国人需要的角度出发来考察文学创作"探究文
学的人学属性与审美经验的生成方式"渴望,天地之
至文-的出现并以之为自己的文学理想*

一

追随时代从事文论与批评工作是徐中玉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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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论当随时代

点"也成为他的特点* 徐中玉在 $XZX 年前出版了
(抗战中的文学)$$XZ$ 年&'(学术研究与国家建
设)$$XZ( 年&'(民族文学论文初集) $$XZZ 年&'
(文艺学习论) $$XZ% 年&等"这些著作写于战火
纷飞之时"主要围绕抗战'民族生存'国家建设的
时代难题设论"探讨在时代之中应当如何创作"促
进文学向着国人需要的方向发展* 他在(抗战中
的文学)中认为抗战为创作提供了诸如革命'民
族战争等,伟大题材-"强调,抗战第一"胜利第
一-是文学的任务"这是一个热血青年必有的主
张* 所以"徐中玉不回避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甚至
特别强调这种关系"他说!,文学活动必须要和政
治的活动更密切地相配合"这是现代文学发展必
然要走的一条途径"否则便是一种力量的浪费"一
种对于日趋激烈的生存斗争的大不经济*-$徐中
玉"(徐中玉文集)卷一 '(&为此"他建议政府与
文艺团体一起加强,文学的抗战-* 但是"徐中玉
除了从题材'政治意图上讨论创作问题外"也看到
了创作上概念化的弊端"提出了一些对策"如强调
作品要,以情感化了的理性使人在不知不觉中接
受-"要歌颂与暴露兼顾"在描写人物时要深挖心
理过程等$''%Z&&* 其时"他还发表了(文学的
典型)(为争取文学的技术武装而奋斗) (论新美
学的发展)等文章"看得出徐中玉在赋予文学抗
战的神圣任务之际"也同时考虑创作应当艺术化*

(学术研究与国家建设)一书则,深感到过去
的学术研究"与国家生活的关系"实在太不密切-
$(徐中玉文集)卷一 &&&"欲图而救之"研究了
,自由研究'自由批判-,民族内容'民族形式-,学
术专门'学术统制-等问题"与其强调文学创作应
当服务于时代的目标相一致* 此际所出的(民族
文学论文初集)分别研究民族文学'民族制度'文
学上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民族性'
民族传统'民族历史'民族英雄'民族乡土'民族传
习与民族文学等相关概念* 在抗战中讨论民族文
学问题"实是时代使之然",大敌压境"民族生命
濒于危殆的时际"学术界人士的责任"就在竭其智
能"发挥怀抱"以为挽救时艰的砥柱- $$$"&* 从
现代文论史的角度言"徐中玉的民族文学研究留
下了当事者的体验与思考"这是生命的亲证"比后
人纯粹从学理角度探寻民族文学概念要鲜活得

多* 在抗战前曾出现过 ,民族主义文艺运动-
$$X'# 年&"抗战初期有过,与抗战无关- $$X'%

年&的讨论"抗战中期复有,战国策派-的,民族文
学-$$XZ( 年&主张"但因相关讨论以极端的阶级
斗争立场对待民族文学口号"使其陷入非此即彼
的论争"故而导致较为系统的民族文学论述没有
出现"甚至连民族文学概念的合法性都不能得到
确认"这使得文论界失去了建构属于中国自己的
民族文学理论的良机* 由于徐中玉的敢于探索"
以其在场性为民族文学研究留下了较系统的观

点"因此这具有重要的文论史意义* 尤其是徐中
玉关于民族性'国际性与人性应该相统一的观点"
体现了热烈的人道关怀"即使放在今天来看"也极
具现实针对意义*

(文艺学习论)讨论怎样学习文学"其实也是
怎样认识文学"强调,一个真正的文学工作者"不
但应对生活的真实有正确的认识"并且还应亲自
参加革新和改造生活的战斗"严格地说"对生活的
正确认识必须要从战斗的体验里才能获得-$(徐
中玉文集)卷一 (('&* 徐中玉在此的论证援引
高尔基'托尔斯泰'契诃夫及鲁迅的观点作为依
据"可见其理论来源偏向俄苏文论"这与时代风气
相吻合* 但就形成的观点而言"它不是近于左翼
主流"而是近于左翼支流如胡风的文艺观"重,生
活的真实-与,战斗的体验-"突出了创作主体的
重要性*

$XZX 年后"徐中玉的著述主要涉及三个方
面! 一是鲁迅研究"出版(鲁迅生平思想及其代表
作研究)$$X&Z 年&'(关于鲁迅的小说'杂文及其
他)$$X&Y 年&'(鲁迅遗产探索) $$X%' 年&"在那
个重视口号的年代里重视具体文本的分析* 二是
文艺学教材的编写与教学研究"出版(论文艺教
学和语文问题)$$X&Z 年&'(文学概论讲稿)上册
$$X&" 年&"全面解析文学的特性* 三是 ,新时
期-以来发表了大量论文"出版(现代意识与文化
传统)$$X%Y 年& (激流中的探索) $$XXZ 年&等"
为,新时期-文学与文论发展引驾护航* 尤其需
要特别提出的是"徐中玉的专业一直是古代文论"
$XZX 年前后"他出版了(中国文艺批评所受佛教
传播的影响) $$XZ& 年&'(论苏轼的创作经验)
$$X%$ 年&'(古代文艺创作论集)$$X%& 年&等"他
关于古代文学创作规律的总结"成为其文艺观的
内核部分"支配了他对文艺基本性质的看法*

从上述介绍看"徐中玉主张为时代'为抗战'
为革命'为人民'为改革开放而进行创作"并将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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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应当为-与,如何为-当作研究重点"所以"把
徐中玉的文艺观归入现代以来的,为人生派-"完
全恰切* 但我认为"讲文艺的功利有两种"一种是
忽略审美甚至是反审美的"一种是尊重审美且以
审美为基础的"前者会伤害文学创作"后者会提升
文学创作"徐中玉属于后者"他总是将文学的功利
性与审美性有机统一起来"这是有利于提高文学
创作的艺术质量的*

强调文论当随时代"不是指随波逐流"徐中玉
怀抱,以究大道-的目的"故其能在时代大潮的裹
挟与淘汰之中挺立起来* 就文论研究言"在 (# 世
纪三四十年代里"容易,偏左-"但他没有#在 (#
世纪 &# 年代"更易,极左-"他也没有* 与同时代
的左翼文论及后来的革命文论相比"它们的来源
大致相同"即以高尔基的红色文论为根据"又加以
鲁迅的左联文论为强化"再后来也援引革命文论
为标榜"实较少涉及英美文论"但他还是没有
,左-起来* 在中国现代文论史上",左-与 ,不
左-的原因是很值得后人细究的* 在我看来"一
切真正关心人民利益的人不会,左-"一切真正秉
持爱国主义思想的人不会,左-* 以服务人民为
宗旨"以爱国主义为情怀"可以抵抗一切,极左-
思想* 如果只是将人民的利益当招牌"将爱国主
义当作谋取权力的手段"将自己的利益当作真正
的宗旨"则可能,左-"有时会,左-得可怕* 徐中
玉能够在,极左-年代里保持,不左-的原因有两
个! 真正地爱国家与爱人民* 如其所说!,这里有
祖宗庐墓"有父母兄弟姊妹"有亲戚朋友"有故乡
山水"有优良的共同文化传统"有基本一致的现实
利害关系"在哪里都找不到如此自在'发挥作用的
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历来志士仁人都有热爱国家
民族的思想* 这是爱国思想最重要的基础和来
源* 这同政权并无必然的关系* 千百年来政权时
有更迭"有好有坏"好坏无常"但中国人民的爱国
思想并未时有时无* 当然"进步'开明的政权能使
人民的爱国思想更强"凝聚力更大*-$(徐中玉文
集)卷一 (&这看法像一根红线贯穿在徐中玉从
早期到晚期的论述中* 徐中玉早期从民族主义'
爱国主义的角度介入文学研究"奠定了超越极端
阶级论的思想基础"在人们完全陷入意识形态的
争论之际"他证明了抗战文学'民族文学这样具有
更大视野的文学类型的合法性* 此外"这与徐中
玉出入古代文论亦有关系"浸淫在民族文化的伟

大传统中"他知道当代文化与文论的优势与不足"
故不会以一代的文学来否定此前历代的成就"不
会以今人的一些看法来取代此前历代人的整体看

法"这使其在,稍左-们仅仅推崇当代文学价值'
,极左-们完全否定传统文学的时候"能站在客观
立场上看待历代文学成就"没有陷入,稍左-与
,极左-中* 徐中玉承认自己也曾错误地批判过
一些人"但我以为那是时势所迫"行动时未免有些
,口是心非-%%%口中喊着批判"心里不免嘀咕*
这表明深深地执着于爱国主义"并在爱国主义标
准下评价文学与人事"重视与爱国主义相关的民
族性'人民性'大众化和艺术性等成为徐中玉观察
现实'评价历史的重要尺度"相反"在文论中进行
极端的斗争"则非徐中玉所长"甚至是徐中玉唯恐
避之不及的*

二

徐中玉所处文论场域具有这样的特点! 社会
一直处于激进的动荡中"又遭遇了民族战争"文学
家们投身当下的社会政治活动几乎成为不可避免

的主流* 结果"有意或无意地忽略艺术规律"成为
文论的典型症候* 此时此刻"保持对于文学的一
份热心不难"但同时保持对于艺术规律的一份敬
畏则几乎是奢望* 如果说徐中玉早期研究是选择
了自己想说的来说"中期研究则不能不顺从潮流
一起说"那么后期研究幸逢,新时期-的改革开
放"就极力,反左-而大谈艺术规律"把研究古代
文论的心得体会上升到规律层面予以全面提倡*

回到艺术规律上来"是,新时期-反对文学工
具论的第一要务* $XYX 年(上海文学)发表评论
员文章"彻底否定文学工具说"认为长期以来创作
中存在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主因是,作者忽略了
文学艺术自身的特征-"主张,反正-到文学艺术
的基本规律上去"具体地说"就是,反正-到,用具
有审美意义的艺术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 $评论
员 ZYY&上去* 虽然这一表述使用了,反映-一
词"但加上,审美意义-的限定"突出了审美对文
学艺术性质说明的决定作用"是对,审美反映论-
的重要猜想"为从审美角度观察文学提供了新的
理论切入点*

徐中玉借助于他所擅长的鲁迅研究反驳了文

学工具论* 他认为"鲁迅用过,工具- ,武器-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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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器械-等词语来论述文艺"但不是在,为整个
文艺下定义-以界定文艺本质"仅仅是就革命文
艺性质而言的#即便如此"鲁迅也强调革命文艺绝
不应该忘记自身是艺术* 这样一来"徐中玉证明
了战斗的鲁迅其实与文学工具论毫无相同之处*
待到徐中玉来亮出自己的观点时"则极为准确与
精辟"他指出!,世界上不断有革命"却不是每时
每刻都有革命* 文学史上有革命文学"却不都是
革命文学* 对没有发生革命时候所产生的文学"
以及即使产生在革命时代而缺乏革命内容但也不

是反动的文学"就不能说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这
样的时代和这样的文学应该承认在历史上并不是

非常短促和少量的*-这是彻底否定文学工具论"
认为工具论的概括范围极小"说明不了丰富复杂
的文学现象* 徐中玉指出!,文艺的本质是生活
的形象表现"人生无比丰富'复杂"形象地把它表
现出来的方式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 文艺的本
质'特征都要求作者能够在作品里描写一切的人'
阶级和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也
就是说"只要生活里真实存在的"作者熟悉的"不
管什么事情"什么材料"都可以写"应该写* 而且
还应该允许作者觉得怎样写有益就怎样写*-$徐
中玉",文艺的本质- &Z%&Y&通观全文"我认为
尽管徐中玉使用了,现实生活的形象反映-一语"
但就其主导倾向而言却是强调,生活的形象表
现-"这是从文学反映论转向文学表现论的做法*
当徐文将生活'形象'表现'真实和自由书写等结
合在一起形成论述链条与理论空间时"这样的构
成及表述方式"不仅是对文学工具论的否定"也是
对文学反映论的游离"强调的重点已经从外在的
$如革命'政治'阶级'社会等&转向内在的$表现'
我想怎么写'形象等&"从遵从文艺的社会政治属
性转向了尊重文艺的本体表现属性"从强调文艺
对生活的被动反映转向了强调文艺创造的主动

性* 几年后"文论界出现了性格研究'主体研究'
审美反映研究等"就其与徐文的相关性而言"徐中
玉是有言在先的*

徐中玉批评了不讲艺术规律的惯常现象!
,过去讲政治第一"艺术第二"其实变成了政治唯
一"把那些枯燥乏味'标语口号式的东西当作最好
的作品"不讲审美"不讲艺术* 评价一部作品首先
要看它算不算艺术品"首先要有这个标准* 那些
标语口号式或一本正经说教的东西"尽管正确"却

决非文学作品*-徐中玉指出!,既然理论是如此
的凝固僵化'教条主义'视野狭窄'不符合艺术规
律-"我们非,推陈出新不可- $(徐中玉文集)卷
五 $'X#&* 徐中玉强调创造的必须是真正的文
学作品"才能得到批评的青睐"否则"连其自身都
不是文学作品"又何必对它加以评价呢2 徐中玉
批评不讲艺术规律的现象"是在树立艺术规律标
准第一的观点"强调回归文学自身"将文学性视为
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标准*

徐中玉揭示了忽略艺术规律的直接原因是从

本本出发而不是从创作实际出发"他说!,过去很
多文艺理论文章"就这样"几乎都是从.上面/'从
.经典/串讲出来"既严重脱离生活实际"也严重
脱离创作实际'艺术实际的* 文艺作品有它本身
的特点"文艺理论应该看到文艺的特点"并按照艺
术规律来探讨艺术问题"但过去的文艺理论同政
治宣传实际并无多少区别* 理论分析少"艺术分
析更少* 人们看到的总是概念'口号'推论'判决
一类的东西*-$(徐中玉文集)卷五 $'Y(&在徐中
玉看来",左-的文论不是真正的文论"它们只会
喊口号'对政策"打棍子"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
学的瞎说-$$'Y#&"只能产生,瞒和骗-,假大空-
的东西* 他批评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认为它必
然,极少研究文艺的内部规律* 重视艺术形式会
被说成搞形式主义"研究审美趣味会被说成搞唯
美主义"探索创作过程中的灵感现象以及艺术感
觉的特殊才能"会被说成搞神秘主义- $$'YZ&*
徐中玉主张在作家创作经验中探讨文艺发展规

律!,规律性的知识"只有到具体的文学现象中去
寻找"只有从作家的创作过程"塑造的人物典型身
上去寻找* 文艺所以不同于科学和别的社会科
学"是因为其有自身的特点* 如果无视这种特点"
即不能有文艺理论*-他强调应把,探讨文艺的内
部规律"总结古今中外重要作家的艺术经验-
$$'YZ&作为文论研究的新任务* 徐中玉的鲁迅
研究与苏轼研究就属于这样的理论实践* 这区别
于教条主义的判断式批评"它总是根据一个预设
前提与既定理论框架进行"引经据典以立论"一旦
认为某个作品不合某个理论观点"遂判创作为错
误* 这是用理论宰制创作"将创作割得七零八落"
不成模样* 徐中玉倡导的批评是根据创作的实际
情况"从批评者的阅读感受出发"结合作品中的人
物形象'故事情节和抒情特点等来进行"也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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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的主题'社会价值"但那是结合人物形象'故
事情节与抒情特点而加以艺术化地综合把握的*

徐中玉有时候也用,内部规律-这个新批评
派的术语"将其与,外部规律-一同纳入艺术规律
研究范畴* 他说!,文艺和生活'和政治'和人民
的关系等"诚然是应该谈论的重要问题"但是也不
应忽视形象'典型'感情'想象'个性'独创'风格'
流派'审美'鉴赏44这类文艺的特殊规律的问
题*-$(徐中玉文集)卷五 $'X'&一个很好的例证
是徐中玉从文学的内部规律角度出发"来讨论文
学中的思想问题"实现了内容分析与形式分析的
有机统一* 徐中玉指出!,文艺作品中的思想观
点"是通过艺术形象'典型塑造来体现的"作品的
是非'正误'美丑'好坏"只有通过具体'深入'细致
的艺术分析"才能得出适当的结论"而这是比较复
杂的事"决不是唾手可得"一望可知* 思想当然要
重视"但优秀作品的思想"主要深藏在艺术形象之
中"经过反复涵咏'体会"往往还有一时难于领会
和不能完全掌握的情况"何况还有作家主观思想
和客观影响的差别* 加之"读者的倾向'爱好'生
活经验'欣赏水平各不相同"对同一作品评价往往
有异"甚至有较大距离* 特别在文艺形式"风格"
流派"表现方法上"更会有不同的看法* 因此若是
尊重艺术规律的批评"就不应简单粗暴"认为自己
的意见便是定论"必然正确*- $$'YY%$'Y%&这划
清了作品中的思想与政治'哲学中的思想之间的
界限"认为它们是两种不同形态的东西"所以要用
不同的方式来把握"一个要用体认"一个可用认
识* 这是对于作品中思想具有什么样的艺术特性
的一种明确揭示* 其他还讨论到作家的主观思想
与其实际上发生的客观影响之间的差别'读者接
受中的诸因素的介入'艺术形式等系列因素的影
响等"可谓对作品中的思想这个问题作了淋漓尽
致的'符合艺术规律的概括与定性* 本来"在分析
作品中的思想时"历来的教条主义者极易犯错误"
而徐中玉用尊重艺术的分析纠正了这一点* 从中
可以看出"在体认作品中的思想时"一要尊重艺术
规律"二要细心体会"三要允许争议"这样才能集
众力而不断追寻作品的思想意义* 由此可知"区
别于用政策条文'政治理论或哲学观点来评价作
品的思想"徐中玉走的是另外一条更根本的符合
艺术规律的文学意义分析之路*

徐中玉讨论文学创作中的才能与技巧"讨论

学习语文的经验和方法"讨论鲁迅文本的欣赏方
式"讨论苏轼的创作经验等"肯定形象思维"肯定
内容与技巧应并重"肯定文艺修养"肯定语言的重
要性"肯定创作,且须放荡-"肯定鉴赏的困难等"
深化了人们对于艺术规律的认识*

三

,文学是人学-是百年中国文论的一个核心
问题* 早在,五四-时期"周作人便提出,人的文
学-"成为那个时代的强音* ,人的文学-以西方
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人道主义思想为依托"将
人的地位'价值'权利和独立性等提到了中国文学
史的思想天幕之中"震动文坛"被广泛接受"后历
经曲折"却不绝如缕* 至 $X&Y 年"巴人提倡,人情
味-"由,人情味-强调,人类本性- $巴人 '&(&#
王淑明将人性视为,人类的正常本性- $王淑明
'&'&"结论是主张表现人性#钱谷融先生在(论
,文学是人学-)一文中强调人是文学表现的中
心"运用人道主义观点多层面解析文学的描写任
务'现实主义的胜利'批评标准'创作方法的本质
与典型等问题* 一般的文论史承认 $X&Y 年是,人
的文学-的再度降临"这给予了这三位理论家极
大的崇敬与肯定*

其实"我早就在想一个问题"即钱先生能在
$X&Y 年大胆论述,文学是人学-"有无思想史的背
景支撑2 即其出现是偶然的还是具有一定的必然
性2 如果把它的出现与,双百方针-的推出相关
联"这是从大处即中国当代思想史背景加以解读*
如果从小处即钱先生所处单位%%%华东师大中文
系来看"是否也有一种有利于钱先生观点出场的
场域存在2 我以为是的* 施蛰存先生'许杰先生'
徐中玉都是相当尊重艺术规律的人"在这样的思
想氛围中出现大胆探索"也许是必然* 如徐中玉
在 $X&Z 年研究鲁迅"就曾私下里请许杰'王西彦'
施蛰存三位提出意见$(徐中玉文集)卷二 &Z$&"
可见他们之间的思想处于良性互动中*

徐中玉在 $X&" 年出版的(文学概论讲稿)
$上册&中能够明确论述,文学是人学-"亦受惠于
这个小环境"实开 $X&Y 年,文学是人学-讨论之
先河* 徐中玉在(前记)中说!,在最近三年中"我
讲这个课程已经四次*- $徐中玉"(文学概论讲
稿) 前记&据此当然不能断定徐中玉早在 $X&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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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就讲,文学是人学-"这个观点也许是后来修改
讲稿加上的"但只有徐中玉早就思考过文学与人
的关系问题"保持对于这个问题的敏感性"他才会
一见到这个新论断就立即予以采用* 徐中玉所讲
的,文学是人学-命题"共有三个维度!

其一"对象一维* 徐中玉强调,文学是人学-
必须以人为描写的对象"其理由有三层! 首先"
,人是历史的主人"不写人"也就无从反映历史'
社会生活的真相-$(文学概论讲稿) &"&* 其次"
人是复杂生活现象的中心"是结合而且交织着人
生各方面的焦点"描写人,才可能充分地'生动
地'整体地反映历史'社会生活的真相-$&"&* 再
次"文学要感染人影响人",不描写人"作品就不
能感染人影响人"它就没有社会意义- $&"&* 徐
中玉不否定文学要反映生活的本质和规律"但认
为必须通过描写人来实现"舍此就失去了反映生
活本质和规律的途径"他的结论是!,文学的目的
是要通过具体生动的形象的描绘来反映现实社会

生活的本质和规律性*-$&&&
在讲到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区别时"徐中

玉强调文学的特殊性就在于写人",人们为了要
认识和掌握客观世界中的自然现象的规律"于是
就产生了自然科学#人们为了要认识和掌握客观
世界中的社会现象的规律"于是就产生了社会科
学* 同样的道理"人们为了认识和掌握作为社会
的人的生活本身"他的劳动'斗争"以及内心世界
的丰富状貌"从而反映出复杂多样的现象"于是就
产生了文学作品- $(文学概论讲稿) (X&* 徐中
玉说自然科学是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社会科学
是认识和掌握社会现象"却不说文学创作是认识
和掌握一般的社会现象"而说是认识和掌握,人
的生活本身-"明确了文学的形象反映具有不同
于其他反映类型的独特性"那就是要以写人为
中心*

徐中玉也明确将文学与哲学进行切割"认为
它们在追求,本质-上,是有区别的两回事-"强
调!,从事文学创作$其实也包括鉴赏'评论在内&
而不抓住描写对象的个性特征'精神面貌"描写了
对象的性情之类却又不合情理"不符逻辑"缺乏真
实性"没有感染力"那还谈得到什么.本质/不.本
质/2-$(徐中玉文集)卷四 $#Y#&* 这里的,对
象-一词可指一切事物"但主要是指人"而,人不
仅有外形"还有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比之外形"

后者当然更能体现其本质- $$#"Y&* 如此一来"
徐中玉所谓反映,人的生活本身-"其实主要是指
写人"而写人又主要是指写人的内心'情感'个性"
反映生活的本质变成了反映人的本质* 由此可
知"文学创作要表现生活的本质"不是指表现生活
的一般现象"也不是指表现生活的所谓规律运动
过程"而是紧紧地抓住表现人这个中心"才能实现
对于现象的描写以及对于规律的呈现* 徐中玉没
有断然否定文学亦需像哲学那样追求本质性"认
为它们在表现事物,自然之理-上相通"但区别文
学与哲学以见文学写人的根本性"这是向夸大规
律说教的无人场域投以人之光"如此"文学的创作
才能活跃起来*

其二"形象一维* 徐中玉强调!,不论哪一种
文学作品"都应该写人的思想感情"人的性格"特
别在小说'戏剧里"要塑造人物形象*- $(徐中玉
文集)卷二 &""& ,文学有别于其他社会现象"其
他社会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形象
性* 文学"它是以语言 文字为媒介"用具体'鲜
明'生动'并能给人以美感的形象来再现现实"反
映生活的本质和规律性的特殊的思想形式*-
$(文学概论讲稿) (Y&这两处论述留有从反映论
角度界定文学性质的时代症候"但徐中玉实际强
调的正是,文学是人学-*

首先"形象的反映是,以美感的形象来再现
现实-"这其实是,新时期-以来,审美反映论-的
先导* $XYX 年反思文学工具论时人们曾说,用具
有审美意义的艺术形象去反映社会生活-"而徐
中玉早在二十几年前就说过了* 徐中玉何以能够
做到呢2 原因之一是所学专业是古代文论"古人
论创作多重表现"表现说构成了徐中玉的思想资
源"在讨论文学性质时发挥了潜在的支配作用*
徐中玉后来就明确用刘熙载的,文"心学也-观点
质疑反映论"他说!,文学不只是镜子"镜子主要
只能作平面'当时'机械的反映"优秀文学创作的
确还待人心'主体发挥其科学认识后的改造世界
作用"所谓.日能长养万物/*- $(徐中玉文集)卷
四 $'(Z&刘熙载认为"把人心比作镜子"不如比
作太阳"比作镜子只表明心是简单地反映外物"比
作太阳则表明心能养护万物"后者有前者所没有
的促进生命成长的特性* 徐中玉肯定刘熙载的观
点"是借古人以反思今人的不足* 于此可见"在文
论观上"未必今人都胜古人"研究古今文论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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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应持双向转换的阐释策略* 只把现代文论视
为评价标准"仅仅强调古代文论向现代文论转换"
古代文论只成为证明现代文论的材料"那会忽略
许多历史智慧#只有把古代文论也视为评价标准"
同时强调现代文论向古代文论转换"古代文论也
是当然的主体"现代文论的局限性与古代文论的
合理性才可以尽可能多地被呈现出来*

其次"形象的反映是形象思维的过程* 徐中
玉认可这样的观点! 科学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
认识"是逐渐脱离感觉与印象的"用抽象说理方式
进行思考"以概念'范畴'推理与定义来推演界定
事物的本质#文学始终不脱离从生活经验中得来
的丰富多彩的'具体生动的感觉与印象来思考'认
识* 科学活动主要用的是抽象思维"文学活动主
要用的是形象思维* 徐中玉反对,把本质的东西
形象化-这个流行观点"认为它进行抽象思维活
动而非进行形象思维活动"即先确立抽象概念"再
将这个概念形象化"脱离实际生活"也脱离文学创
作必须始终不离形象的基本规律* 徐中玉指出!
,有些人以为只要读一些报纸'文件'书籍也就能
写出好作品来"以为只要把一些正确的抽象原则
图解一番便可以激动人心了"这种从概念出发而
不是从实际生活出发的做法是绝对要失败的*-
$(文学概论讲稿) 'Z%'&&这确认形象思维是从
人的生活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杜绝了用抽象
思维取代形象思维的可能性*

再次"形象的反映决定了写人是作品的重点*
徐中玉用(红楼梦)的,闺阁中历历有人-与(儒林
外史)的,篇中所载之人"不可枚举-说明了形象
反映论应是彻底的人论"人既出现在创作目标中"
出现在形象思维中"更要落实在人物形象塑造上*
如其所说!,文学概括$不说文学抽象%%%引者
注&集中的成果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有鲜明
独特的个性又能表现一定社会力量本质的活生生

的典型人物"就像贾宝玉'林黛玉'杜少卿'马二先
生等等那样*-$(文学概论讲稿) '(%''&徐中玉
的形象反映论围绕人而进行"符合创作规律* 文
学要写人"当然要围绕人而展开一系列的思维活
动* 不妨说"只要文学创作紧紧抓住人来写"它就
必然体现形象思维的规律而与抽象思维相区别*
人们常说创作是写生活'写真实"到徐中玉这里"
创作变成写人的生活'人的真实"把人的地位大大
提高了*

其三"人道一维* 承认,文学是人学-"莫不
承认人的价值"人是最宝贵的"徐中玉也是这样的
倡导者* 他在 (# 世纪 &# 年代虽然不能不从阶级
分析角度否定人类共同性"但既然树立过以人为
中心的思想"就具有了通向人道主义的可能性"只
要条件合适"公开主张是必然的* 所以"在能够直
接讨论人道主义的,新时期-里"徐中玉坚定地站
在承认人道主义一边"毫不犹豫地肯定了人的价
值与地位* 他说!

历史上凡是真正具有某些人道主义

思想和实绩的人!尽管都有局限!绝非完
人!人们总还会记得他们!给以历史的一
定评价" 而对于那些在历史上虽作过贡
献!如果他办过很不人道的事!例如秦始
皇的坑儒!人们也总要指斥!倒不是站在
儒的立场上!而是都觉得这太不人道了"
#$$%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是要解放全
人类!它的人道主义不但是一切人道主
义中最高最彻底的!也是能够逐步求其
实现的" 它的精神!我认为也能万古常
青" &'徐中玉文集(卷五 $Z%Y)

在中国讨论人道主义"若将马克思主义与人
道主义相对立"必认为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是
虚假的#若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相关联"才认
为人道主义是真实存在的"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
用* 徐中玉通过肯定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这一
理论策略承认了一切人道主义都是有价值的"其
论述是! 首先"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代表
了人类历史上最高与最彻底的人道主义"指向人
类的最终追求"但它不否定此前历史阶段中其他
类型人道主义的价值"只是它们要低些层次罢了*
于是"这意味着历史上的人道主义尽管有局限"但
必须将其视为评价历史活动的正确标准"否定一
切不人道的事情* 徐中玉用中国的例子证明历史
上的人道主义是值得肯定的"如中国古代的大同
理想就是人道主义#又证明不人道是必然给予指
斥的"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所以"徐中玉最后得
出这个结论也就顺理成章!,人道主义的基本精
神"其精华所在"无论对过去时代"对当代"对后代
的一切特权势力"都是有所抨击的"而对过去的人
民群众"甚至对新兴的阶级"也都有不同程度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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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作用*-$(徐中玉文集)卷五 $Z%X&徐中玉不赞
成把人道主义这么美好的思想拱手让给资产阶

级"让给外国人"认为它是一种独立的思想立场与
愿望"并深植于中国文化传统中*

徐中玉曾说过!,我们更是一个彻底的人性
主义者* 当作品已表现了真正的人性"表出了人
们对生活的改善之欲求与坚贞的奋斗"就同时也
表现了真正的民族性与国际性* 在人性的照耀
中"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在文学中不但不冲突"而
且综为一体了*- $(徐中玉文集)卷一 $&Y&在这
里"尊重人性"就是尊重人"就是倡导人道主义*
所以"当徐中玉说,民族性'国际性"却又可以统
一在.人性/里面-"其实是说民族性'国际性统一
在人道主义之中"因为,人首先是一个人"因此他
首先有人性"或首先须有人性#然后他是一个民族
的分子"于是有了民族性#最后他是一个世界的分
子"乃便有了世界性"或国际性* 没有人性作根
柢"那么民族性与国际性也就不能存在"无从谈
起* 文学作品中的民族性与国际性"亦就要以作
品中所表现的人性为根基* 凡是愈人性的作品"
就也愈民族性"同时也就是愈国际性的- $$&Y&*
读徐中玉的这段话"我们可清晰地知道他早就主
张人道主义"早就主张,文学是人学-"只是后来
受语境影响"徐中玉的某些想法不能不有所变"但
终于又变了回去"以早期的人性论为基础"归止于
人道论"探索文学与人的关系"可敬可佩*

徐中玉的,文学是人学-亦是,文学是心学-"
这主要是从中国古代文论中汲取的营养#亦是
,文学是人性学-"这主要是从西方文论中汲取的
营养* 徐中玉在分析文学属性时聚焦于人%%%在
确认描写对象上聚焦于人"在强调形象反映的特
性上聚焦于人"在实现作品的精神价值与效果上
聚焦于人"由此"这一做法建构了,有人的文学思
想-"与,新时期-以来高扬文学主体论相一致"并
成为文学主体论的先行探索之一* 从百年文学定
义的过程来看"这是首次在中国文论教材体系中
明确地将文学定义与人的定义相关联而构成一种

重要的理论创新*

四

徐中玉的文学理想是什么2 我认为"应从他
对鲁迅'苏轼等作家的研究中来寻绎* 如评鲁迅"

徐中玉说!,国家的破碎'人民的苦难'枉死"就是
这些"引起了鲁迅的忧念"引起他对于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的彻底痛恨"也因此"他是一直在追索着
究竟什么才真是.我们自己的生路/2 这是一个
如此重大"又如此迫切的问题"对于早已立志要用
文学来疗救社会病态的鲁迅"是一定要求个水落
石出的"一定要加以回答的*- ,爱国家"爱人民"
爱革命事业"并为实践这种神圣的爱而亲自投身
于火热的斗争"那么"一个作家就能从伟大的人民
的集体之中取得无穷的智慧和力量"他就能写出
非常动人"非常伟大的作品"鲁迅及其作品正是一
个极好的例证*- $(徐中玉文集)卷二 &(#&徐中
玉概括了鲁迅创作的核心价值%%%基于不满的反
抗'奋斗'追求"意在实现人的美好生活目标* 这
是面向现实的文学"不是逃避现实的文学#是真诚
地蘸着自己的血来写的文学"不是欺与骗的文学#
是为人民大众的文学"不是为一己之利的文学*
徐中玉称鲁迅创作了,伟大的作品-"这是一个极
具倾向性的评价"即只有那些敢于反抗"无情抨击
社会黑暗"决心为人民献身的创作"才可获得此种
殊荣*

如评苏轼"徐中玉认为"苏轼 ,不以一身祸
福"易其忧国之心-",坚主.言必中当世之过/"虽
然屡遭文字之祸"到老还写出了(荔支叹)这类作
品的作家"他这种思想是如何产生的"力量来自哪
里* 看来除了他的阶级地位这一重要因素"个人
抱负'做人原则和操守也不容忽视* 3445真正
的文学创作怎么能不干预生活"避开.当世之过/
不谈呢2 对人民之敌造成的.当世之过/要无情
揭露"目的是打倒他们"消灭他们"为人民造福#对
人民内部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当世之过/"只要
真是重大的缺点和过错"作家们当然也得讲话"也
必要批评指出"目的是疗治'改善"一样为人民造
福-$(徐中玉文集)卷三 X'X%Z#&* 此段评述真
是掷地有声"强调,言必中当世之过-"就是肯定
文学创作的现实批判精神* 在徐中玉看来"文学
不能发挥纠正现实之弊的作用"那是非常可惜的*

徐中玉重视文学的使命'责任与价值"他指
出!,伟大的艺术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具有伟大人
格的人".伟大/永远不可能同广大人民的幸福'
人类的不断前进%%%这种崇高的思想'事业相脱
离* 大家承认"我们的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
白居易'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辛弃疾'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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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汤显祖'曹雪芹'鲁迅等"都是大文学家"同时
大家也都承认"或不能不承认"他们都具有正当的
使命感"至少在当时条件下为正当的使命感* 忧
国伤民"为民请命"要求革除时弊"促进社会进步"
但总的倾向无疑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归纳
可知"徐中玉期望文学具有这样几个特征! 作家
具有伟大的灵魂与人格"他的创作强烈地介入现
实"为人民寻求公平与正义"促进社会历史的发
展* 我们不要简单地以为这是放弃文学的审美
性"而要看到徐中玉正倡导审美性与社会性的统
一"强调,与真善统一的美才是真正的美-$(徐中
玉文集)卷五 $Z(#&* 他所提倡的伟大性"既是
对于文学的一种政治的'伦理的要求"也是对于文
学的一种审美的要求"且前二者是建立在后一者
的基础上的"而后一者是以包含前二者而铸造自
身的审美特性的* 刘熙载曾说!,齐梁小赋"唐末
小诗"五代小词"虽小却好"虽好却小"盖所谓.儿
女情多"风云气少/也*- $刘熙载 $Z"&徐中玉引
述了这段话"他自己也是这样看的* 徐中玉的把
握极有分寸"他没有因为重视,风云气象-而走向
重大题材决定论"却又体现了自己的审美追求*

徐中玉在追求审美性的基础上强调文学的伟

大性"可用中国传统的,天地之至文-来称谓"徐
中玉揭示了它的三个方面!

其一"至文是宏大有益的* 顾炎武说!,文之
不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
乐道人之善也* 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
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 $顾炎武 Y'X&这道
出了至文之所以是有益的"在于表现的大道'政事
与民隐本来就是天下大事"值得人们在当下'将来
都予以关注与探讨* 顾炎武反对,怪力乱神-"显
得有些狭隘"但徐中玉还是为其辩护了"认为,攻
讦淫辞艳曲"伤风败俗"虽有点卫道意味-$(徐中
玉文集)卷三 YZY&"但事出有因"是世上太多此
类诗文才引起顾炎武的极大反感"故顾炎武主张
,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在方向上是正确的"
是符合艺术规律的* 徐中玉这样解释了至文的价
值!,他的文学损益观"我觉得确是既着眼于当
前"却又并不是局限于当前"而注意到了某种比较
普遍的价值规律的* 3445 .有益于天下"有益
于将来/"即凡对当时人民真正有益的好文章"对
后世必定仍会有益-* $&#&在徐中玉看来"创作
不能有益于天下"当然不能称为,天地之至文-"

所以"多一份有益"就多一份 ,天地之至文-的
分量*

其二"至文是器识优先的* 这强调创作须以
主体的器识'胸怀'境界为先* 器识不精"胸怀不
广"境界不高"那就无法创造至文* 徐中玉特别推
崇古人器识之论"认为器识不是,.洁身自好/.穷
则独善其身/之类的.小器/"而是救民'救天下的
大器-$(徐中玉文集)卷三 YZ%&* 徐中玉批评缺
乏这种,大器-的现象"指出!,没有.救民于水火/
之心"没有深究时弊所以会造成的原因"没有拨乱
反正的大智大勇"缺乏这种.大器识/"却一味为
一己一家追名逐利"务求悦我"当风派"这种.文
人/"今天也必然会被群众鄙视"耻与为伍的罢*-
$YZ%&就至文创作看"有器识比有文采更关键"但
这不是忽略艺术规律"只是挑明了创作中哪样要
素更重要而已* 有器识"并且能文"才是最佳的创
作状态*

其三"至文是自然流露的* 苏洵说!,.风行
水上涣*/此亦天下之至文也* 然而此二物者岂
有求乎文哉2 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
焉* 是其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风之文也"二物
者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 物之相使而文出
于其间也"故曰! 此天下之至文也*-$苏洵 Z$(%
$'&苏轼说!,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
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 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
未尝敢有作文之意* 3445与凡耳目之所接者"
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 3445非勉强所为
之文也*-$苏轼 '('&徐中玉引述苏氏父子的观
点想说明一个道理"即最好的作品不是勉强自己
创作出来的"而是触物兴感到了不能自控的地步"
从而自然而然地创作出来的"如徐中玉所说"
,.天下之至文/只能出于有激而抒和有感而发-
$(徐中玉文集)卷三 X'Z&* 为什么说至文建立
在,不文-的基础上呢2 这看似矛盾"实则最有道
理* 刻意求文"难免雕琢"只注重文的形式性* 不
刻意求文"而文能自然涌现"表明已经具有不可抑
止的创作冲动"此时"文章构思早已酝酿成熟"甚
至连表现形式都准备好了"不经意地写出"当然是
至文* 创作如同瓜熟蒂落"提前强摘"必然是个
生瓜*

在明清两代",天下之至文-观念曾获得较大
充实"如李贽主张,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
焉者也-$李贽 $$%&"认为文章创作要出自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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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流露"反对虚假"反对权威* 黄宗羲认为!
,夫文章"天地之元气也* 元气之在平时"昆仑旁
薄"和声顺气"发自廊庙"而鬯浃于幽遐"无所见
奇#逮夫厄运危时"天地闭塞"元气鼓荡而出"拥勇
郁遏"坌愤激讦"而后至文生焉*-$黄宗羲 'Z&在
黄宗羲看来"至文不是产生于,和声顺气-的治
世"而是产生于,天地闭塞-的,厄运危时-"这样
的时代,阳气在下"重阴锢之- $$(%$'&"被压抑
和禁锢的元气最终冲破阻碍"鼓荡而出"迸发成雷
霆万钧之文"满载时代精神和阳刚正气"具有强烈
的艺术感染力"给人带来心灵的震撼"激发人的昂
扬斗志*

后人在接受,天下之至文-观念时有不同取
向"周作人偏向于提倡文学创作的自发性与情感
性"认为,夫志者"心之所希"根于至情"自然而流
露"不可或遏"人间之天籁也-$周作人 "&* 认为
古人的言志就是要创作至情至性的,天下之至
文-"反对,文以载道-* 这接近于李贽"强调有天
籁'童心才有至文* 徐中玉偏向于顾炎武'黄宗羲
一类"同样要求创作至情至性的,天下之至文-"
但主张感时忧世"倡导表现公意的文学而非表现
私意的文学"强调元气淋漓'不负重托则有至文*
西人有,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之说"徐中玉当
属积极自由者"故主张的也是体现,积极自由-的
文学思想* 就此倡导而言"若不包含排斥甚至打
击其他文学的倾向"这个,积极自由-的文学观无
疑是完全正当的*

总之"早在 (# 世纪 '#%Z# 年代"徐中玉便从
事文论研究"主要是一个学习者'宣扬者#到了 (#
世纪 &#%"# 年代"他是一个思考者'困惑者"试图
表达自己的看法"却无法一展情怀#到了 (# 世纪
%# 年代"他则成为突破者'引领者"畅所欲言地为
艺术规律辩护"并大胆呈现自己的见解* 徐中玉
是穿越 (# 世纪 &# 年代'走向 %# 年代的标志性人
物"是文学的艺术规律与审美价值的坚定维护者
与重要建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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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7G0$#0SC.8,67/! 561*=C.8A.3=1.)U77I+O/>G=+6=.8
S7/+1" (#$(05

李贽! (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郭绍虞'王文生主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XYX 年*
3B=" 56=0!"#"$%(.3 .0:-(3"/"'(%")*)+,-".)("/*$).//6+3*/D

%("/0_7G0'0W20V/7?6C79/ C.2 MC.8M1.+61.80
?6C.86C=! ?6C.86C=;6=.1+1;GC++=3+O/>G=+6=.8S7/+1"
$XYX05

刘熙载! (刘熙载集)"刘立人'陈文和点校* 上海! 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XX' 年*

3B=/" 4=,C=0:.##"$%"& 1.);/.0'(4 <(Q*(0W20B=/ B=<1. C.2
;61. M1.610?6C.86C=! WC+);6=.C 7̀<HCGR.=F1<+=)9
O<1++" $XX'05

苏轼! (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Y
年* !

3?/" ?6=0:.##"$%"& 1.);/.0!4 !-(0W20c7.8 Ĉ.G=0
U1=*=.8! 567.86/CU77I ;7HEC.9" (#$Y05

苏洵! (嘉祐集)"曾枣庄'金成礼笺注* 上海! 上海古籍
出版社"(#$% 年*

3?/" 4/.0:.##"$%"& 1.);/&4)(3> %-"2(*+.4 R")(.&0W20
51.85C7,6/C.8C.2 Q=. ;61.8G=0?6C.86C=! ?6C.86C=
;6=.1+1;GC++=3+O/>G=+6=.8S7/+1" (#$%05

王淑明!,论人情与人性-" (中国新文艺大系 $$XZX%
$X""&理论史料集)"张炯主编*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

+($+



文艺理论研究!(#(# 年第 & 期

公司"$XXZ 年* 第 '&(%&" 页*
3MC.8" ?6/H=.80 , [. )61 ?1.+=>=G=)=1+7@]C. C.2

S/HC.=)90- 8:.)G4/.0:-(3"/"5"7'(%")*%4)"*3& 8)%
$HIJI HIKK&! F(/%.)($*#A*%")(*#/.3 ,-".)+0W20
56C.8Q=7.80U1=*=.8! ;6=.C 1̂21<C)=7. 7@B=)1<C<9C.2
A<);=<3G1+O/>G=+6=.8S7/+1" $XXZ0'&( &"05

徐中玉! (徐中玉文集)*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年*

34/" 567.89/0:.##"$%"& S//*+/.0<4 =-.3>+40?6C.86C=!
WC+);6=.C̀ 7<HCGR.=F1<+=)9O<1++" (#$'05

%%%!,文艺的本质特征是生活的形象表现-"(现代意识
与文化传统)*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X%Y 年* 第
&'%"Z 页*

3 0,D61W++1.)=CG;6C<C3)1<=+)=37@B=)1<C)/<1C.2 A<)N+
)61 NHC8=+)=3 T1E<1+1.)C)=7. 7@ B=@10- A.&")3
:.3/$(.4/3"//*3& :4#%4)*#,)*&(%(.3?cC=@1.8! S1.C.
R.=F1<+=)9O<1++" $X%Y0&' "Z05

%%%! (文学概论讲稿)$上册&*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函
授部"$X&" 年*

3 0'"$%4)"5.%"/.3 '(%")*)+,-".)+0_7G0$0?6C.86C=!
;7<<1+E7.21.31 P1EC<)H1.)7@WC+);6=.C 7̀<HCG
R.=F1<+=)9" $X&"05

章学诚! (文史通义校注)上"叶瑛校注* 北京! 中华书
局"(#$Z 年*

356C.8" 4/1361.80 833.%*%(.3 .0V1.1<CG]1C.=.87@
B=)1<C)/<1C.2 S=+)7<90_7G0$0W20\1\=.80U1=*=.8!
567.86/CU77I ;7HEC.9" (#$Z05!

周作人! (周作人文类编)第 ' 卷*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
社"$XX% 年*

3567/" 5/7<1.0:#*//(0("& 1.);/.0=-.4 =4.)"30_7G0'0
;6C.8+6C! S/.C. O17EG1:+O/>G=+6=.8S7/+1" $XX%05

&责任编辑% 程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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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 $

$徐中玉先生传略%轶事及研究&

编者% 祁志祥

出版社%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 (#(# 年 Y 月

(徐中玉先生传略'轶事及研究)是首部系统叙写徐中玉先生生平和学术'生

活经历的著作* 书中既有徐先生开门弟子毛时安'关门弟子祁志祥对徐先生一

生经历的翔实描绘"也有徐先生长子徐隆以及钱中文'陈伯海'王纪人'赵丽宏'

胡晓明'金丹元'胡范铸'朱国华'赵勇等时贤对徐先生为人为学的独特解读#既

有南帆'蒋树勇'谢柏梁'吴炫'张建永'田兆元'朱桦等弟子对往年问学于先生的

深情回忆"也有谭帆'周锡山'王思焜'陆晓光'陆炜等后学对徐先生学术襟怀的

一手研究#还有与徐先生有过交集的其他学人的研究'回忆文札* 阅读(徐中玉

先生传略'轶事及研究)"可以走进百岁大师徐中玉先生起伏跌宕'多姿多彩的传

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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