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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物之喻与中国文学批评

冯晓玲

摘!要! 自然物之喻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一种譬喻方式!有其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 自然物喻文有着内在的学理依据!
它与中国文学的发生论)中国美学传统)中国哲学的认识论与生命观相关# 自然物喻文有着多方面的批评意义!它沟通
了人文世界与宇宙自然世界!拓宽了文学的言说空间与审美空间!打通了文学批评与其他艺术批评之间的界限!彰显了
中国文学批评以及中国美学的生命意识与抒情精神#
关键词! 自然$!譬喻$!中国文学批评
作者简介! 冯晓玲!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古代文学批评研究#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
大街 %V 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邮政编码" %##X"W# 电子邮箱" +,.)3,/>A$#%Y0%Y&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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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文学批评的象喻传统#学界的探索
目前已有不少#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 一是以人
体自身为喻#早期探讨如钱钟书所说的,人化传
统-#吴承学进一步概括为,生命之喻-)!

二是以

人类社会中的人文器物为喻#已有的研究包括以
锦绣喻文$以兵法喻文$以兵器喻文$以容器喻文
等)"

三是以自然物为喻#包括以山水$日月$风
景$动物$植物等自然界中的事物来譬喻文学的现
象% 在自然物之喻的研究中#目前涉及的#是一些
具体的$个别的自然物之喻#如以水喻文$以山水
喻文等%#

不过#与文学批评中的人化之喻$人文

器物之喻相比#自然物之喻的研究尚不充分% 其
实#以自然物喻文的现象在中国文学批评中大量
存在#内容丰富复杂#对其做系统的$综合的$整体
的研究很有必要% 本文以此为题#做一些分析%

一" 自然物喻文的历史发展

所谓自然物之喻#是指以日月$山水$动物$植
物等自然界的物象作为喻体来譬喻文学的批评方

式% 自然物之喻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其发生$
发展$演变$传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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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魏晋时期#被一些学者视为精神史上
,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
代!宗白华 %"""% 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也不再
像汉代*诗大序+那样凸显儒家诗教观的文学批
评话语体系#而是开始大量地以自然物象来譬喻
文学% 在*文赋+*诗品+*文心雕龙+等魏晋时期
的文学批评经典著作中#自然物之喻都有体现%
如#陆机*文赋+云,于是沉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
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
峻-!&Y"#是用,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 ,翰鸟
缨缴而坠曾云之峻-等自然景象来形容文学的构
思$想象等活动% 又如#钟嵘*诗品+评颜延之时
引用汤惠休语',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彩镂
金-!$"#"#便用芙蓉出水的自然景象及错彩镂金
的人文景象来分别形容谢灵运$颜延之的诗歌风
貌% 又如#*诗品+评范云$丘迟诗云,范诗清便宛
转#如流风回雪% 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
!&%$"#便用,流风回雪- ,落花依草-两种自然景
象来形容范云$邱迟诗歌的审美风貌% 再如#*文
心雕龙&风骨+篇云,夫翚翟备色而翾翥百步#肌
丰而力沈也)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
也% 文章才力#有似于此% 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
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 唯藻耀而高翔#固文
章之鸣凤也- !刘勰 &$%"#以翚翟$鹰隼的,色-
,彩-与飞翔状态等比喻文章之,才力-#用,鸷集
翰林-来比喻,风骨乏彩-#用,雉窜文囿-来比喻
,采乏风骨-#都用自然界中飞鸟的外在形体与飞
翔状态等来比喻文章的文采与风骨% 又如#*文
心雕龙&隐秀+篇论文章之,隐-时说#,譬爻象之
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 !F&%"#论文章之,秀-
时说,若远山之浮烟霭#娈女之靓容华-!F&%"#是
用,川渎韫珠玉- ,远山浮烟霭-等自然景象来形
容所论述的文学风格% 可见#汉魏六朝时期#自然
物之喻已经在文学批评中广为应用#并且涉及文
学构思$文学审美等多个文学活动层面%

唐宋元时期#文学批评中的自然物之喻进一
步发展壮大$范围拓展#在新兴的诗格$文格$诗
话$词话$文章学等相关著作中#自然物之喻都广
泛使用%$

譬如#晚唐五代诗格著作如*诗格+ *风
骚旨格+*雅道机要+等#都有以,势-论文的特色#
而所谓的,势-#大都采用自然物之喻的方式来表
述%%

如齐己*风骚旨格+中的,诗有十势-是,狮
子返掷势#猛虎踞林势$丹凤衔珠势$毒龙顾尾势$

孤雁失群势$洪河侧掌势$龙凤交吟势$猛虎投涧
势$龙潜巨浸势$鲸吞巨海势- !F#&(F#F"#而这
十种诗歌之,势-#都是用自然物象的譬喻方式来
表征诗歌的一些规范与体式% 又如#宋朝张炎
*词源+中云#,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
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
片段-!%Y"#也是用自然物象来譬喻词风的批评
方法% 自然物之喻在宋元时期新兴的文章学著作
以及文学评点中也有表现% 例如#宋朝谢枋得
*文章轨范+评韩愈*送孟东野序+云#,有顿挫#有
升降#有起伏#有抑扬#如层峰叠峦#如惊涛怒浪-
!%#WV"#用,层峰叠峦-,惊涛怒浪-等自然景象来
形容韩愈文章句法多变之美% 这一时期的自然之
喻#从批评范围看#从早期诗文评拓展到诗$文$词
等多种文体之中% 从批评方式看#形成了一些带
有程式化倾向的术语#如诗格中的自然物象之
,势-等% 从批评文体看#无论是专门的诗文评著
作!如诗话$词话$诗格$文格"还是新兴的评点类
著作!如总集$选集类的评点"都运用了自然之喻
的批评方式%

明清时期#自然物之喻进一步拓展到新兴的
曲论$戏曲批评$小说批评等领域中#并且一些固
定化$程式化的批评模式继续使用% 如#明朝朱权
*太和正音谱+ ,古今群英乐府格势-评论各位元
曲作家艺术风格时#大量选用由四字组成的自然
风景词汇来譬喻#如,马东篱之词#如朝阳鸣凤-
!$$"#,张小山之词#如瑶天笙鹤-!$$"#,白仁甫
之词#如鹏搏九霄-!$$"#,李寿卿之词#如洞天春
晓-!$&"等)论述,国朝十六家-时#同样也用四字
的自然风景来形容#如,王子一之词#如长鲸饮
海-!$X"#,刘东生之词#如海峤云霞- !$X"#,杨
景言之词#如雨中之花-!$V"#,夏均政之词#如南
山秋色-!$V"等% 这种四字格的譬喻方式已经具
有程式化$模式化的色彩#与唐宋时期,诗格-,诗
式-中的,格-,势-的四字譬喻法一脉相承% 明清
时期小说批评中#也使用自然物象来譬喻文学之
美% 以毛宗岗*读三国志法+为例#如,*三国+一
书#有星移斗转#雨覆风翻之妙- !朱一玄!刘毓
忱编 &#$"一段#用自然界中的风景变幻来形容
小说叙事的变化多端),*三国+一书#有横云断
岭#横桥锁溪之妙- !&#&"一段#以自然界中横云
断岭$横桥锁溪的风景连断来形容小说叙事的连
断之妙),*三国+一书#有将雪见霰#将雨闻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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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一段#用自然界中前后相序的风景来形
容小说中相关事件衔接组合之妙),*三国+一书#
有浪后波纹#雨后霡霂之妙- !&#F"一段#用自然
界中,浪后波纹$雨后霡霂-的自然景象来形容小
说叙事中描写后事$交代下落的余波之妙),*三
国+一书#有寒冰破热#凉风扫尘之妙- !&#F"一
段#用自然界中冷热交替的现象来形容小说节奏
紧张与舒缓相间$张弛有度的情形),*三国+一
书#有奇峰对插#锦屏对峙之妙-!&#""一段#则用
自然界的山峰对插等情景来形容小说叙事中事件

与事件之间形成的相反相成的组合状态%
绾结而言#自然物之喻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

有其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并且随着时代
的演进而发展% 从被譬喻的文体来看#自然物之
喻随着各文学文体的兴衰更替#从早期的诗文批
评一直拓展到诗$文$词$曲$小说$戏曲等各类文
体的批评中% 从譬喻方式来看#汉魏晋时期多采
用对具体自然物象进行描述的方式#唐宋元时期
则形成了一些与自然物象相关的,格- ,势-等模
式化$程式化的四字批评范式#明清时期这种模式
化$程式化的批评范式则进一步固定下来#并且多
用来譬喻文学的,格-,势-,式-及作家作品的美
学风格等% 从譬喻层次来看#自然物之喻涉及文
学的构思$文学的构成$文学的风格$文学的审美
风貌等各个层面% 可以说#在中国文学批评中#自
然物之喻涉及多种文体$多个层面#并以多种譬喻
方式呈现#自然物之喻是中国文学批评的特点
之一%

二" 自然物喻文的学理依据

中国文学批评中以自然物喻文的现象#有其
深层的学理依据%

首先#从文学发生论的角度来看#文学作品的
发生与自然物之间本身就有内在联系% ,物感
论-是中国文学发生论的重要观点之一% 如钟嵘
*诗品序+所言',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
情#形诸舞咏% 欲以照烛三才#晖丽万有% 灵祇待
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 动天地#感鬼神#莫
近于诗%- !%"又如*文心雕龙&物色+篇所言'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 盖
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
感#四时之动物深矣2334岁有其物#物有其容)

情以物迁#辞以情发% 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
心% 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 是
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FV&"四季风物$自然风
景的轮转变迁#使诗人感发情志#触动灵感与才
华#才能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 文学作品的产
生#常常与自然物的感召有关% 由此#我们便不难
理解*文赋+*文心雕龙+中运用自然物象来譬喻
文学的想象$构思等活动#因为文学的产生$想象$
构思等活动往往是在与自然物的接触之中有所感

兴才能产生的% 正因如此#汉魏晋时期自然物之
喻的一个时代特点#就是对自然物象的直接描绘
较多% 同样#在古代书法批评$绘画批评等其他艺
术批评中#自然物之喻能够大量使用的原因之一
也是因为这些艺术作品的产生过程与自然世界有

着紧密联系% 譬如#中国文字$中国书法$中国文
明的起源都与自然物象相关% 在出土文物中#早
期文明的起源常常与一些图象$刻符相关% 而这
些图象$刻符既是对自然物象进行观察的印记#是
中国文字$中国文明的源头#又是后世书法$绘画
等艺术的萌芽% 在中国汉字造字法中#,象形-是
重要的造字原则之一#而,象形-也同对自然事物
的观察与表现相关% 这样#书法$绘画等艺术的发
生与自然物有关#于是在书法$绘画等艺术批评
中#以自然物象来譬喻书法$绘画的造型方式$构
成特点等也就成为可能% 因此#从文学艺术发生
论的原理来看#古代文学批评等艺术批评的自然
之喻#符合文学艺术发生学原理%

从中国美学传统来看#文学批评中自然物之
喻采用,物象表达-的方式#符合中国美学的一贯
传统% 所谓,物象表达-#指的是古代文学批评
中#通过描述自然界中一些具体的景象$物象等#
来描述$传达文学想象$文学构思$文学经验等文
学活动% 这种文学批评,物象表达-的过程中#批
评家没有对文学活动本身的构成机制进行分析和

解剖#而是通过对文学之外的他物!即自然物象"
进行描述的方式来比附$形容文学% 这种以描述
他物的方式代替分析此物的做法#符合中国艺术
批评$中国美学的一贯传统%

譬如#在中国书法美学中#以自然界的各类物
象来形容书法之美是书法理论最初的表达方式%
当代学人将最古的书法理论称之为,喻物派的书
法理论-!熊秉明 W"#认为,最古的书法理论是用
自然事物之美来描写书法之美的2334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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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然事物描写书法之美#是一种比喻的说法-
!W"% 在一些产生较早的书法理论文献中#以各
种各样的自然物象来形容书法之美确实大量存

在% 例如#东汉蔡邕*笔论+论书云',为书之体#
须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
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
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
谓之书矣%-!Y"其中#便以虫食木叶$利剑长戈$
强弓硬矢$水火$云雾$日月等多种物象来形容书
法之美#这些物象中既有自然物象#也有兵器等人
文物象%&

又如#西晋索靖*草书势+云',盖草书之
为状也#婉若银钩#漂若惊鸾#舒翼未发#若举复
安% 虫蛇虯蟉#或往或还#类婀娜以羸羸#欻奋亹
而桓桓% 及其逸游盼向#乍正乍邪#骐骥暴怒逼其
辔#海水窊窿扬其波% 芝草蒲萄还相继#棠棣融融
载其华)玄熊对踞于山岳#飞燕相追而差池%-
!%V($#"其中#用大量的自然物象如惊鸾$虫蛇$
骐骥$海水$芝草$棠棣$玄熊$飞燕及其动作$形态
等来形容草书之形状% 这种以自然物象来形容书
法的,物象表达-方式#是中国书法美学的早期传
统之一#也是中国美学的传统表达方式之一% 古
代文学批评正是延续了中国美学这种,物象表
达-的方式#所以唐宋元时期文学批评中的,格-
,式-,势-等也多用四字组成的自然物象来表达%
也因这种物象表达传统的存在#由四字组成的自
然物象譬喻方式#在后世文学批评中又呈现模式
化$程式化的倾向%

从中国美学的特征来看#以自然物喻文的文
学批评模式#符合中国美学的农业文明特征% 以
自然物喻文的文学批评模式中#用以形容文学的
譬喻之物#多是自然界中的山川草木$四时风景等
农耕文明中的常见事物#这是中国美学农业文明
特征的体现% 关于中国美学的农耕文明性#已有
学者做过相关论述#如刘成纪在*中国美学与农
耕文明+中所言#,农耕背景下的时间和空间#是
被自然表象的时间!四季"和空间!风景"#它的自
然性即可感性#它的可感性即审美性% 同时#人参
与农事就是参与自然#就是将个体纳入到自然时
空的生命律动2334农耕文明不但塑造了中国
人的时空体验和四方想象#而且通过人与自然的
相互渗透#为人的生存注入了本质性的审美内
容-!V"% 在这样一种农耕文明的生活环境中#中
国古人的生活$中国古人的艺术$中国古人的审

美#都与农耕背景的时间与空间相关% 在以自然
物喻文的文学批评方式中#作为喻体的自然事物#
都是在时间$空间中活动的四季与风景% 中国文
学批评中#以农耕文明四季风景中诸多自然物象
来譬喻文学活动#正与中国美学农耕文明的特质
相关%

从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来看#自然物之喻所用
的,物象表达-方式#符合中国哲学观物取象的认
识论传统% 上文所论#古代文学批评中的自然物
之喻#往往是通过对某种自然风景$自然景象的描
述来代替对文学活动机制本身进行分析与解剖%
这种,物象表达-的方式#与中国哲学,观物取象-
的认识论相关% ,观物取象-的认识论是中国哲
学的特点之一% *周易&系辞+中有一段很经典
的表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
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
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
万物之情%-!黄寿祺!张善文 W"$"其中所说的
,观物取象-的思维方式符合周易的特点% *周
易+的六十四卦#每一卦都有其具体的形象% *周
易+的这种观物取象的思维方式是中国哲学$中
国文化的特点之一#在中国哲学乃至中国文化中
都有着重要影响% 而在中国文学批评等文艺批评
中#对于自然物象的大量取喻与大量运用#也是通
过对天地自然$飞禽走兽等自然事物的形象描绘
来表达在文学创作$文学鉴赏等过程中的种种体
验和感受% 因此#,观物取象-的哲学思维是中国
哲学$中国文化的固有特点#也是中国文艺批评的
一个特点%

观物取象的哲学传统与文化传统有着深刻的

文化人类学根源% 观物取象的思维方式与表达方
式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中存在已久% *山海
经+所记载的神话和传说在某种程度上被当代学
人认为是先民记忆的保存#或可帮助我们窥测先
民的一些表达方式或者思维方式% *山海经+卷
三*北山经+中介绍带山时说#,有兽焉#其状如
马#一角有错2334有鸟焉#其状如乌#五采而赤
文2334其中多鯈鱼#其状如鸡而赤毛#三尾$六
足$四首%-!袁珂 X$"这种,其状如33-的表述
方式#在*山海经+中大量存在% 在这种表述方式
中#我们能够追索早期中国人的思维特征与思维
特点% 有学者认为#,如33-样的表述方式是
,将陌生的知识和事物向已知事物同化的一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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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方式#暗示出中国人观察和认识事物的比类取
象特点-!户晓辉 FF"% 可以说#,比类取象-是早
期中国人观察事物和认识事物的方式和特点之

一% 而中国文学批评$中国美学传统中的自然物
之喻#都能在中国哲学中,观物取象-的认识论传
统$以及早期中国人,比类取象-的思维方式中找
到最原初的文化基因% 既然,观物取象-是中国
人认识事物的一种思维方式#古人在文学批评活
动中#也运用,观物取象-的思维方式来观照与分
析各种文体#由此#自然物之喻便能在文学批评中
的各类文体$各个层面中广泛使用%

从中国哲学的生命观来看#自然物喻文所代
表的,泛宇宙生命化-批评符合中国哲学的宇宙
生命观% 蒲震元认为#,人化-批评与,泛宇宙生
命化-批评是中国传统艺术批评模式中的两种重
要形态#所谓,泛宇宙生命化-批评#蒲震元释为
,以天地万物所表现的生命有机整体性特征来观
察艺术作品-%'

在古代文学批评$艺术批评的自
然物之喻中#喻体囊括了山川日月$四时风景$动
物植物等各种各样的宇宙生命% 并且#这些山川
日月$自然风景都具有生命有机体的特征% 譬如#
传为司空图所作的*二十四诗品+中#(

论,纤秾-
云,采采流水#蓬蓬远春-!郭绍虞 ""#论,缜密-
云,水流花开#清露为晞- !$Y"#论,形容-云,风
云变态#花草精神- !&Y"#论,超诣-云,如将白
云#清风与归- !&""#其中的流水$远春$花草$清
风$白云等用以形容美学风格的自然物象#都具有
生命有机体的特征% 而这种,泛宇宙生命化-批
评的方式#与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宇宙生命观及
宇宙生命意识相关% 中国传统哲学中#儒释道三
家学说都有较为强烈的宇宙生命意识% 儒家哲学
中#,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山水-比德意识#赋
予自然山水以道德人文的色彩)道家哲学中#,逍
遥游-的精神追求以及,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主
体意识#代表了一种将人类世界会通于宇宙生命
世界的追求)佛教哲学中#有,众生平等-$万物皆
可成佛的观点#有情众生与无情众生皆俱真如佛
性#,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赖
永海 &#$"#花与竹等自然事物也都具有生命色
彩% 因此#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中视宇宙自然中
的一切事物皆有生命#体现出一种宇宙生命观的
生命意识% *周易+中说,天地之大德曰生-!黄寿
褀!张善文 WYV"#可视为中国古代文化中生命

观念的典型表达% ,泛宇宙生命化-的批评模式
是中国哲学的宇宙生命观在文艺美学领域中的体

现% 而以自然物喻文的文学批评模式#正与这种
宇宙生命观相符合%

三" 自然物喻文的批评意义

自然物喻文具有多方面的批评意义%
首先#以自然物喻文#将文学世界与宇宙自然

世界联系起来#使文学活动兼具人文$天文$地文
的意义#拓宽了文学艺术的言说空间与意蕴空间%

中国古代哲学中#有,天- ,地- ,人-三才之
说% ,天-,地-,人-三才的相应活动分别具有天
文$地文$人文活动的意义% 文学是人类精神活动
的产物#是一种人文领域的活动#文学的产生$接
受等活动也都是在人类活动的领域中进行% 而在
以自然物喻文的文学批评体系中#用以譬喻的自
然物包括宇宙天地的诸多事物% 从天上的日月星
辰$风云雷电#到地上的山川草木$江河湖海#都能
作为譬喻之物进入文学批评的系统中% 当这些宇
宙天地间的自然事物进入文学批评时#文学的构
思$创作$审美$鉴赏等相关活动不仅具有,人文-
活动的意义#也具有了,天文- ,地文-的意义)文
学不仅与人类精神活动相关#也与宇宙自然中诸
多事物的活动相关)文学不仅能在人文空间$人文
世界中言说#也能在天文世界$地文世界等更大的
宇宙空间中言说% 文学批评的以自然物喻文#使
作为一粒微尘的文学活动#具有了普现三千大千
世界的宇宙活动意义#使人类活动与宇宙境象之
间#呈现出 ,0两镜相入1互摄互映-的华严境
界%)

因此#以自然物喻文#将文学构思$文学审美
等相关人文活动与天地宇宙间自然万物的运行等

天文$地文活动连接起来#使文学活动的空间从人
类世界拓展到自然万物所存在的宇宙天地世界

之中%
其次#以自然物喻文#打通了文学$书法$绘

画$音乐等多种艺术批评之间的界限#凸显了各种
文艺批评之间在美感生成$审美经验等方面的共
通性#并由此形成了中国美学中一些常用的$具有
特定审美意蕴的自然物象%

如前所述#自然物譬喻的现象不仅存在于中
国文学批评之中#也存在于古代其他文艺批评之
中% 并且#古代各类艺术批评间用于表达美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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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自然物象是相同或者相通的% 此处以小说评
点和书法批评为例% 在贯华堂本*水浒传+第八
回中#金圣叹在夹批中六次用到物象思维的表达
方式#即,行文有雷轰电掣之势-!%V&",文势如两
龙夭矫#陡然合笋- !%VF" ,如一座怪峰#劈插而
起-!%VY",有春山出云之乐- !%V"" ,天外奇峰-
!$##",此段又如春山出云#肤寸而起- !$#F")在
眉批中也有一处用到了物象表达#即,一段看他
叙三个人#如云中斗龙相似#忽伸一爪#忽缩一
爪-!$##"% 其中用以譬喻的自然物象有,龙-,山
峰-,云-等各类事物#所形容的是各式各样的情
节变化之美% 再以书法批评为例#传为卫夫人所
著的*笔阵图+中云,一!横"如千里阵云#隐隐然
其实有形% 丶!点"如高峰坠石#磕磕然实如崩
也% 丿!撇"陆断犀象% 乙 !折"百钧弩发% ∣
!竖"万岁枯藤% "!捺"崩浪雷奔% !横折弯
钩"如劲弩筋节-!卫铄 $$"% 其中所用以譬喻的
自然物象包括,千里阵云- ,高峰坠石- ,万岁枯
藤-等#用以形容的是书法笔画的形状$态势等%
这两个例子中#用以表达美感的自然物象中#都有
,云-和,峰-这两种物象% 其实#古代文艺批评中
所选用的自然物象#往往都有这种相通性或者会
通性% 古代文艺批评中常用来譬喻的自然物象包
括山$水$春花$秋月$春云$坠石$蛟龙$惊鸿等词
汇% 经过历史的积淀#这些特定的自然物象承载
了特定的美感意蕴与美感内容% 比如白云$白鹤
往往与高洁的审美意蕴有关#而月夜$荷塘往往与
清幽$寂静等美学意蕴相关% 由于特定的自然物
象总是与特定的美感意蕴相关#在历史长河中#不
同时代的不同艺术家表达自我审美体验时#有时
会重复使用前代艺术批评家所用过的自然物象%
这个时候#特定的自然物象能够传达经过历史积
淀的特定审美经验% 这些被选用的自然物象所起
的作用#一定程度上起到类似于西方神话中的
,原型-作用% 正如荣格在分析西方神话中的,原
型-时说',一个原型的影响力#不论是采取直接
体验的形式还是通过叙述语言表达出来#之所以
激动我们是因为它发出了比我们自己的声音强烈

得多的声音% 谁讲到了原始意象谁就道出一千个
人的声音#可以使人心醉神迷#为之倾倒%-*

而中

国古代文学批评$艺术批评中所经常使用的自然
物象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 一些常用来譬喻美感
的自然物象中#有着历代艺术批评家审美心理$审

美经验的情感积淀#由此形成中国文学批评$中国
美学中一些较为固定的审美意象%

再次#以自然物喻文#强化了中国文学批评的
生命精神#并由此进一步彰显了中国美学的生命
意识% 如前所述#以自然物喻文#是中国古代,泛
宇宙生命化-文艺批评模式在文学批评中的体
现#而,泛宇宙生命化-批评模式又与中国哲学的
宇宙生命观相关% 古代文学批评中#以生命有机
体喻文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以人体自身喻文#即
钱锺书所说的,人化-之喻#吴承学所概括的,生
命之喻-)一种是以自然事物来喻文#即蒲震元所
说的,泛宇宙生命化-批评% 这两种批评中#无论
是以人体为喻#还是以自然事物为喻#所用以譬喻
的人体以及自然事物都具有生命有机体的特征%
这种以生命有机体所具有的蓬勃生机与生命特征

来譬喻文学的方式#赋予中国文学批评以生命精
神% 在自然物之喻的文学譬喻系统中#用作喻体
的自然事物如日月星辰$四时风物#都具有内在运
行节律与生命运行机制特征% 作为被譬喻之物的
文学#也就如同具有生命有机体的自然万物一样#
具有生命体的特征% 学界一般认为#中国艺术具
有生命精神和生命意识#从宗白华到朱良志#都曾
经予以论述% 如朱良志所论#,中国艺术家视天
地自然为一大生命世界#一流荡欢快运动之全体#
鸟飞鱼跃#花开花落#日升月沉#乃至僵石枯树#一
切无不有生气荡乎其间#一切都充溢着活泼的生
命%-!X"其实#不仅中国艺术与天地自然生命相
连#富有生命意识#而且#当天地自然中的自然物
象进入到文学批评$艺术批评之时#也使文学批
评$艺术批评等审美活动与天地自然的生命世界
紧密相连% 因此#不仅中国艺术富有生命精神#中
国文学批评$中国美学同样也充溢着蓬勃的生命
精神%

最后#以自然物喻文#强化了中国文学批评的
抒情色彩#并由此进一步彰显了中国美学的抒情
传统%+,-

以自然物喻文的方式与文学批评中的,移
情作用-相关% 此处所谓,移情作用-#指的是赋
予自然物以生命$感情的一种文艺批评思维方式%
钱锺书在分析文学批评,人化-之喻时曾说#,一
切艺术鉴赏根本就是移情作用-#,人化文评不过
是移情作用发达到最高点的产物-!,中国固有的
文学批评- %Y"% 在分析孔子,乐山乐水-之言
时#钱锺书说#,以见宣尼于美学移情之理#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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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会-!*谈艺录+ $&""% 其实#在古代文学批评
中#无论是,人化-之喻还是自然物之喻#都是,移
情作用-的体现% 只有运用移情作用#将文学活
动中批评家主体的自我情感投射到人体构造或者

日月山川等自然物之中#才能够生成,人化-之喻
或者自然物之喻% 而在,移情-于日月山川等自
然物$进行,泛宇宙生命化-批评的同时#批评家
对于宇宙天地等自然物象是饱含个人情感在内

的% 这样#以自然物喻文的文学批评活动#便具有
一种抒情色彩% 抒情色彩不仅是中国文学的传
统#也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 以自然物喻文的
批评方式#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文学批评的抒情色
彩与抒情精神#彰显了中国美学的抒情传统%

余L论

自然物喻文的文学批评传统#在现当代批评
家手中依然传承% 譬如现代美学家朱光潜评论古
代诗人陶渊明时说#,渊明则如秋潭月影#澈底澄
莹#具有古典艺术的和谐静穆-!朱光潜 $"""#是
用,秋潭月影#澈底澄莹-的自然景象来形容陶渊
明的艺术风格% 又如#现代文学批评家李健吾在
给李广田*画廊集+作序时!署名刘西渭"评论李
广田散文说#,犹如蜿蜒的溪流#经过田野村庄#
也经过圆囿城邑#而宇宙一切现象#人生一切点
染#全做成它的流连叹赏-!李健吾 %XF"#这是用
蜿蜒的溪流等自然景象来形容李广田散文内容的

包罗万象% 再如#当代文学批评家陈思和评论沈
从文的*电+*边城+时说',*电+就像在黑暗社会
里的一道道闪电#*边城+却如置身于阳光明媚的
山溪边#都没有丝毫混浊气-!陈思和 %FF"#也是
通过对自然物象的描述来比喻文学作品的艺术风

格% 比较而言#朱光潜$李健吾$陈思和所用的这
三个譬喻中#朱氏的,秋潭月影#澈底澄莹-所采
用的两个四字词组譬喻法与古代文学批评中的四

字譬喻!如前文所举的,格-,势-等四字譬喻"更
为接近#其句式句法$审美风貌都更接近于古典美
学#而李健吾$陈思和的譬喻方式则是用白话的散
文句式对自然物象进行描摹#其句式句法$审美风
貌都更具有现代气息% 可见#自然物喻文的方式
一直延续到现当代的文学批评$美学著作中#并且
随着时代发展而产生新变% 在现当代的文学批评
著作中#自然物喻文所用的语言$物象$表达方式

等或许会有所改变#但其内在的文学批评传统却
是一以贯之的%

综上所述#在中国文学批评中#以自然物喻文
与,人化-之喻$人文器物之物鼎足而立#共同建
构了中国文学批评的譬喻系统% 自然物喻文有其
内在的学理依据与多方面的批评意义% 在中国文
学批评的发展史上#自然物喻文有其产生$发展$
演变的历史#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拓展其
批评领域与批评范围% 自然物喻文的批评方式与
文学的发展演变相伴相随#并随着时代发展而注
入新的因素#历久弥新%

注释#6/#%($

! 早在 $# 世纪 &# 年代#钱锺书就曾探讨过中国文学批
评中,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现象#参见钱锺书'
,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文学杂志+ %4F
!%V&""% V# 年代#吴承学又将其概括为,生命之喻-#参
见吴承学',生命之喻(((论中国古代关于文学艺术人化
的批评-#*文学评论+%!%VVF"W& Y$%
" 以锦绣喻文的论文主要有古风的三篇文章#即,丝织锦
绣与文学审美关系初探-#*文学评论+$!$##""'%W& WV)
,刘勰对于0锦绣1审美模子的具体运用-#*文学评论+F
!$##X"'&" F$),0以锦喻文-现象与中国文学审美批
评-#*中国社会科学+%!$##V"%Y% "&#$#X% 其中#前两
篇分别是对文学批评中以锦绣喻文的初步思考和个案研

究#第三篇则是对中国文学批评中以锦绣喻文的综合分
析#包括其历史起源$学理基础$文学审美批评意义$审美
批评范式的现代传承等问题% 以兵法喻文的论文有吴承
学的,古代兵法与文学批评-#*文学遗产+ %VVX 年第 Y
期% 以兵器喻文的论文有黄敏雪的,古代文学批评中的
兵器喻笔现象(((兼论文人制文对匠人制器的取喻系
统-#*文艺理论研究+%!$#%X"'XV VX% 以容器喻文的论
文则有闫月珍的两篇',器物之喻与中国文学批评-#*中
国社会科学+Y!$#%&"'%Y" XW#$#X),容器之喻(((中国
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文学评论+F!$#%F"'FF W#% 其
中#以兵法喻文$以兵器喻文$以锦绣喻文$以容器喻文
等#都属于文学批评中以社会人文器物喻文的范围%
# 对文学批评自然之喻单个喻体的研究中#以水喻文$以
山水喻文的研究较多#如'吴中胜的,文学如水(((中国
古代文论以水喻文批评-#*理论月刊+"!$##F"'%$X &#)
廖建荣的,论*文心雕龙/的山水为喻-#*集美大学学报+
&!$#%$"'YF Y")潘殊闲的,论宋代山水象喻文学批评-#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研究+%!$#%W"'V% %##% 不过#山水
喻文仅仅是文学批评中自然物之喻的一种或一类#山水
之喻应当隶属于文学批评中自然物之喻的整体批评

体系%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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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晚唐五代直至宋元时期的文学批评文献中#并没有
出现明确以,文格-命名的文章学著作% 但是有学者认
为#宋元时期一些文章学著作以,格-法论文#在形态功能
等方面起到了,文格-的作用#参见祝尚书,文格论-#*中
山大学学报+&!$##Y"'% V%

% 关于晚唐五代诗格著作中,势-的含义$来源等#可参
见张伯伟*禅与诗学+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VV$ 年"

中关于,势-的相关论述%
& 关于书法批评的自然之喻与器物之喻#学界也有相关
研究% 例如闫月珍$赵辉的,器物之喻与中国书法批评-#
*文艺研究+X!$#%""'%%" $W#该文专门论述中国书法批
评中器物之喻的表现$意义% 又如王岩的,中国汉唐书论
中的物喻-#*中国书法+F!$#%""'%YW "##将汉唐书论中
的物喻分为动物$植物$景象$美人$器物四类来介绍%
' 参见蒲震元' ,0人化1批评与 0泛宇宙生命化1批
评(((中国传统艺术批评模式中的两种重要形态-#*文
学评论+W!$##Y"'%X# XY% 该文讨论了,人化-批评与
,泛宇宙生命化-批评两种批评形态的生成原因$特点$价
值#并揭示其与中国古代大宇宙生命美学的内在联系%

( 按'*二十四诗品+尽管被陈尚君$汪涌豪认为非司空
图作#是明人伪作#但依然不影响其文学批评价值和美学
价值#故本文依旧引用%
) ,0两镜相入1互摄互映-是宗白华在*中国艺术意境之
诞生+中对于华严美学境界的概括#此处借用这一表述来
形容自然物喻文的所达成的美学境界#参见宗白华'*美
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VX% 年"第 WX "F 页%
* 参见荣格',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神话(((原
型批评+#叶舒宪编!广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VX"
年"第 X% %#$ 页%

+,- 关于中国文学批评的抒情传统#张伯伟曾有专文论述#
参见张伯伟',中国文学批评的抒情性传统-#*文学评论+
%!$##V"'%Y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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