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and Art 

Volume 39 Number 3 Article 18 

May 2019 

The Research Style and Original Achievements of Xu Zhongyu's The Research Style and Original Achievements of Xu Zhongyu's 

Theories on Literature and Art Theories on Literature and Art 

Xishan Zhou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Recommended Citation 
Zhou, Xishan. 2019. "The Research Style and Original Achievements of Xu Zhongyu's Theories on 
Literature and Art."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9, (3): pp.1.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9/iss3/18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9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9/iss3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9/iss3/18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utm_source=tsla.researchcommons.org%2Fjournal%2Fvol39%2Fiss3%2F18&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PDFCoverPages
https://network.bepress.com/hgg/discipline/1081?utm_source=tsla.researchcommons.org%2Fjournal%2Fvol39%2Fiss3%2F18&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PDFCoverPages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9/iss3/18?utm_source=tsla.researchcommons.org%2Fjournal%2Fvol39%2Fiss3%2F18&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PDFCoverPages


书书书

论徐中玉文艺理论的研究风格和首创性成就

周锡山

摘!要! 年已一〇四岁的徐中玉一生治文艺理论研究!其六十余载的学术生涯与新中国同步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学术风
格"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古代和现代相结合!继承和创新相结合# 在文艺理论研究中获得多个首创性的成就" 首创古代
文论资料的全面收集和分类汇编的研究方法!在古代文论领域发表一系列首创性的重要学术观点!提倡跨学科的文艺理
论研究!主张将古今中外的理论资源相结合以建立现代文艺理论体系!还首创在继承古代文论的基础上发展新的理论学
说的方法# 作为一代学术宗师!他不仅提供了示范性的研究成果!更向学术界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为后学的深入研究
指明了方向# 徐中玉在文艺理论领域所作出的杰出成就!是新中国成立后 "# 年的历史中具有标志性的杰出理论成果!
对 $% 世纪中国的文艺理论研究和发展具有很大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关键词! 徐中玉$!文艺理论$!研究风格$!首创性
作者简介! 周锡山!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文艺理论和艺术学理论研究# 通讯地址"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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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已一〇四岁的徐中玉!%V%W 年至今"#作为
一代学术宗师#其从事的中国文学和文艺理论领
域的研究#学术覆盖面广$著述多$成就大% 其中
尤以文艺理论研究的影响最大#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学术成就#是新中国成立后 "# 年历史中文艺理

论和美学成就最高的研究大家之一% 徐中玉在文
艺理论领域取得的杰出成就#对于 $% 世纪中国的
文艺理论研究和发展具有很大的启示和指导意

义#所以笔者不揣浅陋#特撰本文#以彰扬这位年
过期颐的前辈学者的杰出业绩% 因篇幅所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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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仅就徐中玉文艺理论的研究风格和首创性成就

略述浅见#供学界参考%

一" 徐中玉文艺理论研究风格综述

徐中玉文艺理论研究具有鲜明的风格' 理论
和实践相结合#古代和现代相结合#继承和创新相
结合% 而三者又是有机结合的% 为叙述方便#本
文分而述之%

!一"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研究风格#
徐中玉文艺理论研究第一个鲜明的风格是理

论和实践的结合% 可分为三个方面' 工作实践$
教育实践和创作实践% 其工作实践#又可分为三
个方面' 教学领导实践!担任系主任#领导和管理
中文系的教学"$学会领导实践和刊物书籍的主
编实践%

徐中玉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国第一家师范大

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开创者和
领导者% 他是该系首任负责实际领导和管理工作
的副系主任#为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建设而殚精竭
虑#成效卓著% 自 $# 世纪 "# 年代末起#徐中玉历
任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文学研究所所长$校务委
员会副主任$上海作家协会主席$教育部全国高等
教育自学考试中文专业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后又
受聘为北京大学中文系顾问等职务#为国家培养
人才而鞠躬尽瘁% 徐中玉先生以其崇高的威望和
无私的品格#团结和领导教职员工#形成华东师大
中文系生机勃勃的景象% 他任系主任期间引进了
多位人才#如诚邀俄苏文学翻译和研究权威李毓
珍!余振"教授$兼擅英俄文学经典著作翻译和研
究的权威学者王智量教授加盟中文系#又敦请戏
曲和戏曲理论权威学者蒋星煜$中国文学批评史
权威学者王元化出任硕$博导师% 徐中玉本人作
为文艺理论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家和作家
!主要创作散文和杂文"#亲自主持重大科研项
目#所以华东师大中文系的文艺理论研究长期处
于国内前列#为学界所瞩目% 在八十年代的一次
文学研究科研成果全国范围内的评估中#华东师
大中文系取得了全国第一的骄人成绩%

自 $# 世纪 "# 年代末和 X# 年代初起#徐中玉
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和文艺理论专业的重建和发

展工作% 徐中玉实际主持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
会和中国文艺学会的创办工作#却将会长一职谦

让给前辈或同辈学者#自己则担任执行性的副会
长)后来随着老一辈学者的先后仙逝#他才继任会
长职务%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是新时期成立的
首个荟萃全国古代文学研究老一辈著名学者的国

家一级学术社团#影响极大% 中国文艺理论学会
原来的成员来自高校系统#后因学会声誉卓著#全
国社科院和研究所系统也一致要求加入#遂得以
扩大% 后应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匡亚明的热情邀
约#徐中玉又创办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挂靠于南
京大学%

徐中玉又为中国文艺学会和中国古代文学理

论学会创办和主编*文艺理论研究+ !双月刊"$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这两家权威学术刊物
和影响广泛的*中文自学指导+ !现改名*现代中
文学刊+"月刊#嘉惠学林#声誉卓著% 他于 $# 世
纪 X# 年代初创立,大学语文-学科#其主编的*大
学语文+系列教材#在直至 $##W 年的四分之一的
世纪中#已发行二千多万册#使用范围覆盖了除港
澳台之外的$全国所有正规和业余大学理工医农
诸专业的大学生和高等教育中文专业自考生#成
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覆盖面最广的高校基础课程#
影响极大%

与此同时#作为学会领导#徐中玉示范性地就
古代文论的众多重大学术问题发表了系列重要观

点#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还以学会和
会刊为依托#在全国范围内指导$帮助$提携和团
结多位中青年学者#如童庆炳等#帮助他们迅速成
长为著名学者% 结合以上三者#在徐中玉 %V"X 年
至 %VXW 年担任系主任$后长期担任名誉系主任的
二十年中#由于他的卓特领导#华东师大中文系的
学科建设$学术团体!学会"工作$学术刊物出版
都蜚声学坛% 华东师大中文系拥有四个全国性一
级学会#四本权威刊物#这在全国高校中是独一无
二的%

在以上的工作实践中#徐中玉都能凝聚众力#
加深本学科的研究和交流#卓有建树#因此众望
所归%

以徐中玉本人的文艺理论的教学实践而言#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他早年主要
给本科生讲课#包括传授*文心雕龙+等经典% 自
%V"V 年起#他连续招收五届古代文论和文艺理论
的研究生#又于 %VX# 年主持教育部委托上海华东
师大举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师训班-!当时全国

&$&



论徐中玉文艺理论的研究风格和首创性成就

仅有三个专业的师训班#另两个是北京大学朱光
潜主持的西方美学和中山大学王季思主持的古代

戏曲")同时继续在本科生中开设文艺理论课#培
养出一大批文艺理论家% 在 %V""$%V"X 级本科生
中曾亲炙徐中玉所讲授的文艺理论课的#有著名
文艺理论家毛时安$宋耀良$陈如刚$汪济生$朱大
可和夏中义等人% 在研究生和师训班中培养出著
名学者王汝梅$张毅$滕咸惠$李壮鹰$卢永邻$罗
立乾$李建中$杨铸$黄珅$南帆$谭帆$谢柏梁$祁
志祥$陆晓光$田兆元$吴炫等人#还有一流作家如
格非等人#以及高校$刊物领导多人%

他的不少论著如*,入门须正#立志须高-+
*文章必须放荡+ *论,辞达-+等文#为我国的青
年作家和学者提供了具体的理论指导#这些论文
也是其教学实践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的重要成果%

在创作实践中#徐中玉写作了大量的散文和
杂文#这些文章都是其创作主张和理论观点的实
际体现#实践了他在*论顾炎武的文学思想+ *文
须有益于天下(((纪念顾炎武逝世三百年+两篇
文章中所反复论述的,文须有益于天下-的正确
观念和抱负#这对于以作者自恋!即沉溺于自我"
和以身体写作的格局卑下之作流行一时的文坛来

说#仍然起着纠偏正源$弘扬正气的作用% 徐中玉
本人的散文和杂文或在内容上反映现实#对当今
社会的不足之处包括干部中的腐败现象进行针砭

和批评#或在写作方法上为他的理论主张起了示
范作用%

!二" 古代和现代相结合的研究风格#
徐中玉的第二个研究风格#是古代和现代相

结合% 也可分为三个方面' 古代理论和现代理论
的研究相结合#古代文论为现代文学的创作服务#
古代文论为现代理论的建设和发展服务%

徐中玉早年大量抄录古代文论的资料#同时
发表和出版现代文艺理论的著作#建国前已有论
文集四种$文艺论集一种#建国后至反右前又出版
论文集四种#和*文学概论讲稿+一书% 自改革开
放时期初起#即出版了*鲁迅遗产探索+ *学习语
文的经验和方法+二种和古今结合的*现代意识
和文化传统+*激流中的探索+*徐中玉自选集+三
种!后两种为论文选")同时主编并出版*中国古
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四卷"$*古代文学理
论研究丛刊+!近三十期"$*近代文学大系&文学
理论集+ !二卷"$*传世藏书&文学评论部分+

!三册"$*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法论集+ *苏轼诗
话+和*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大典&文学研究卷+
等#个人专著有*论苏轼的创作经验+ *古代文艺
创作论集+*古代文论的批判继承+等% 徐先生在
百岁之际#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徐中玉
文集+六卷本#荟萃其一生的主要论著%

徐中玉在研究现代文艺理论时#以深厚的古
代文论学养为根基)在研究古代文论时#又贯穿现
代意识#以现代文论为参照% 因篇幅所限#本文不
具体举例% 至于研究古代文论为现代文学的创作
服务#为现代理论的建设和发展服务#也体现在他
那些指导当今创作的论文中#如*关于文学的才
能+*谈文学的技巧+ *勇敢的表现+ *论修改文
章+和*语言的陈俗和清新+!

等#都贯穿了古今中
外的丰厚理论和创作经验%

!三" 继承和创新相结合的研究风格#
至于古代文论研究为现代理论的建设和发展

服务#又与徐中玉先生的第三个研究风格#即继承
和创新相结合有很大关联% 在继承方面#最为突
出的是儒家文艺思想的继承%

徐中玉在五四以后#尤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彻底否定孔子和儒家思想的氛围中#对儒家文
艺思想及其对两千多年来的中国文学的伟大影响

作了高度的肯定和深入的阐发% 在 %V"F 年批林
批孔风潮中#他不害怕招来弥天大祸#在上海权威
党报召开的会议上公开为孔子辩护#这是中国学
者首次在政治论坛上对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错误

思潮作出公开反击#意义重大!周锡山 WY"% 直
至 %VX# 年代后期$在党中央提出弘扬传统文化的
国策之前#反孔$反传统的思潮在学术界依旧泛
滥% 在 %V"V 年给研究生讲课和 %VX# 年的全国
,中国文学批评史师训班-上的演讲中#徐中玉就
儒家的一些重要观点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深刻

见解% 他和王元化都一再强调不能简单地以唯物
唯心划线!王汝梅 &"#("%"#高度肯定孔子的思
想和中庸理论#肯定,从心所欲不逾矩-和,过犹
不及-,发乎情#止乎礼仪- ,温柔敦厚-等儒家的
重要文学观点和创作原则 !*激流中的探索+
&YX"% 他认为,过犹不及-和,温柔敦厚-的创作
方法等#体现了,中庸-的思维和创作原则#并强
调所谓,中庸-并非是不偏不倚$毫无原则或不讲
是非#而是一种提倡不走绝端$过犹不及$不过$适
中$两端取其中的思维和行事原则#是充满辩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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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的高明思想)体现在文艺上#则是推崇中和之
美#提倡,温柔敦厚-和,发乎情#止乎礼仪-的原
则% ,止乎礼仪-#指文艺创作在提倡写作自由的
同时#也须有必要的社会和道德的约束和原则%

徐中玉在反孔成为时代思潮之主流时#给予
儒家文艺思想以正面肯定和高度评价#这是相当
难能可贵的% 此后#他又在 %VX" 年香港大学举办
的,儒学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
题为*孔孟学说中的普遍性因素与中国文学的发
展+的演讲#强调孔孟,志士仁人-的精神品质在
中国文学史上形成了一个优良传统!*激流中的
探索+ F#X"% 这表现在#我们的文学批评向来在
承认孔孟著作和历代志士仁人的论说文章是文学

作品的前提下#着重看其是否在很大程度上有以
天下为己任$关心国家安危$同情人民疾苦$追求
一个统一清明富足的政治局面$使人人得以尽其
所长各得其所的倾向% 与此相关联#重视文学家
的人品$道德修养是中国文学界的一贯见解
!F%#"% 孔孟并不把文学当作政治的简单工具#
他们的言论已接触到有关文学的特质$特点$作用
等基本问题)在当时即要求学生兼通礼$乐$射$
御$书$数#可见孔孟已相当重视,文理渗透-$各
艺相通之妙!F%$"% 总之#孔孟以其学术$行事和
文章#对中国文学主要起了积极的作用#有时是直
接的#有时是间接的% 孔孟学说中的普遍性因素
将在世界文学的发展进程中于更广泛的范围内显

示出它并未成为过去的持久的生命力和夺目光彩

!F%F"%
徐中玉还分析了孔孟的几个重要文艺观点%

如*论语&卫灵公+ ,辞#达而已矣-一语中的
,达-#并非如有些人所认为的只要表达出意思就
行#还有更重要的含意#即表达出事物的必然之
理#且充分表达到具有说服力的地步!F%&"% *论
,辞达-+一文更透彻地阐发了孔子的这个著名的
文学观点#从,达-些什么$应该怎样,达-#,辞
达-应具备什么条件和,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
也-这三个层次#文章根据孔子的原意和历代名
家的精彩论述#归纳出,达-的内容是' 第一#要惟
妙惟肖地表达出所写对象的状貌)第二#要具体深
刻地表达出所写事物的固有之理)第三#文艺作品
是描写客观事物的#要把客观事物写得栩栩如生#
就得写出它的性情$气象)同时#作品总是某个作
者写出来的#它也应当使人清楚地感受到作者的

感情$人品$性格#写出这两者也都是一种,达-)
成为文章之后#还有一种文情#如果文情未至#
,达-仍然不能算已到家% 而,辞达-应具备的条
件是老老实实#有什么说什么#不讲假话#这是
,达-的根本条件)在通乎理$事$情的背后还要有
,总而持之#条而贯之-的,气-% ,辞达-还应与
,自然成文-的创作规律相联系% 所以#,辞达-其
实是一个极高的标准!*徐中玉文集+ XWY("$"%
此文畅论,辞达-的完整意义#梳理,辞达-说的完
整理论内容#对儒家文艺理论的这个重要成果作
了精彩的总结% 又于*文艺理论研究+$##% 年第
W 期发表*今天我们还能从.论语/择取到哪些教
益(((.论语/研讨+这篇约 F 万字的长文#全面
论说孔子的哲学$文化和文学理论#并首创性地公
开而严厉地批评中国大陆,过去绝大多数之0批
孔1#无知$粗暴$蛮不讲理到极点#居然众口一
词#横行一时#实在是我们历史上一大怪现象#中
国知识者灵魂曾被扭曲到极点的铁证-!%Y"%

继承的目的在于创新#徐中玉在继承古代文
论光辉遗产的扎实基础上#有颇多首创性的贡献#
作出了杰出的理论创造#今专述如下%

二" 徐中玉治学的首创性成就概要

众所周知受时代条件所决定#徐中玉在 $# 世
纪下半期在文艺理论领域所取得的首创性成就只

能是在 X# 年代以后#并主要是在古代文论研究领
域中实现的% 在短短 $# 余年中#徐中玉在以上言
及的极其繁忙的行政工作$学会和刊物的组织与
主持工作#以及教学工作之余#作出了多项具有首
创性的意义深远的重大贡献%

徐中玉的首创性成就主要有以下五个%
!一" 首创资料的全面收集和分类汇编的研

究方法#
徐中玉,很重视搜集之功#也不辞抄撮之劳-

!*激流中的探索+ W#W"#在改革开放之前近 W#
年的漫长岁月中#他系统性地$并锲而不舍地通读
大量中外古今之书#期间以卡片形式手抄笔写的
材料约有二$三千万字之多#另有大量的剪报等#
且在改革开放后的 $# 多年中仍有新的积累% 与
同样以收集和积累资料著名的郭绍虞先生不同#
郭先生专收古代文论著作的资料#而徐先生则不
仅收集古代文论书文的资料#还用卡片形式从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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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诸子和历代诗文集$笔记等浩瀚的著作中摘抄
有关资料#做的是穷尽性的收集工作% 尽管有极
其扎实的文献基础功夫#但他只是自称,搞文学
研究工作#从未想建立什么庞大体系-!%F"#也从
不放言高论#而总是在具备一定的宏观视野的基
础上#力求兼收并蓄#择善而从#补偏纠弊% 他认
为#通史$总论一类大书#只有在大量专题研究积
累的基础上#利用集体创造的丰硕成果#才写得
好% 所以他从来不写篇幅浩大的史著#因其即使
是集体撰写也极易落入材料堆积$泛泛而谈$顾此
失彼$罕有深见和新见的泥淖#而是选定一些侧
面#某个世代$流派甚至一家一书或一个观点进行
研究#认为这样做#可以比较周密深入一些#或能
有点贡献% 所以他把研究目标逐渐缩小#最后定
为古代文艺家的创作经验% 从古今中外的文化遗
产中#找出一切符合客观性$规律性$真理性的东
西#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为原则#为今天的建设
服务%

言必有据#同时避免重复前人观点#这需要非
常扎实而持久的努力% 只有彻底理清中国古代文
论的家底#对前人有价值的言论作穷尽性的引证#
在这个基础上做出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 学术
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证明' 任何创造都是在前
人的基础上前进一步#脱离传统的凭空创造是不
可能的% 这本是前辈学者如王国维$陈寅恪等所
实践的做学问的正路#张舜徽于*清人笔记条辨+
!卷三"中亦曾结合自己的治学心得总结这条治
学的原则',读书有得#前人已有先我而言者#则
必舍己从人#称举前人之说% 若此说前人已有数
人言之者#则必援引最先之说#所以尊首创之功
也%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有得之言#本不必皆自我
出% 人之言善#我必尊之信之#若己有之#亦即为
公非为私之意%- !%%$"正因如此#徐中玉极其熟
悉和尊重前人的成果#他撰文总是先引前人的言
论和观点#不作古人已经论说过的言论的复述#更
不会因不知古人已经论述过而作出的自以为是创

述的复述#而是在前人言论的基础上再作汇集$归
纳$梳理$总结和补充$引申$发挥$发展% 由于当
前学术界浮躁之风猖獗#许多学者不看别人的著
作#不知或不引别人已经发表过的观点#将别人已
经发表过的观点当作为自己的观点甚至是自己的

创新观点#而不用功读书#不熟悉古人的大量重要
观点#重复前人观点的现象也同样普遍% 在这样

的学术氛围中#徐中玉先生倡导的这种研究方法#
对当下学术规范的建立和对学者自律的倡导都极

为有益#具有现实意义%
徐中玉不仅亲身实践#为了后起者也能达到

上述要求#他首创性地主持和组织国家,六五-重
点项目(((工程浩大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
题资料丛刊+-#汇集和分类编辑中国古代文论的
浩瀚原始资料#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分册出版#
后又汇编成四卷本#方便学者#嘉惠学林%

继徐中玉之后#古代文论的分类资料汇编之
出版自 $# 世纪 X# 年代中后期起#日渐蔚然成风#
到 V# 年代后期#大型的全编也开始问世#现已蔚
为大观并且还在不断发展%

!二" 发表一系列首创性的观点#
徐中玉在国内首次撰文精细梳理古代文论多

种多样的形式' 专门著作$散篇$创作$理论% ,创
作-就是以创作的形式来评论文学#包括论诗诗
等% 还有全集中的序$跋$书简$随笔$杂记#以及
评点$批注等% 他进而指出#古人做理论研究#往
往和其他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如一方面研究理论#
另外再编一套选本来体现他的主张#或作为自己
主张的补充% 此外#古代的理论著作中并不都是
议论#议论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 有些是在作考
证#有些在研究作品本事#有些作修辞学上的研
究#有的搞注释#各式各样#内容很杂#各有其作
用% 研究则主要聚焦于这些作品中讲理论的部
分% 这些部分#虽然比较分散#但都言之有物#虽
然比较短小#但往往开门见山#而且往往出自大作
家之手#所以特别有意义 !*激流中的探索+
&Y%(Y$"% 他又撰文精当论述古代文论的总体
特点#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是' !%"尚
用)!$"求真)!&"重情)!F"重简要)!W"形式多
样#本身即为艺术品)!Y"艺术辩证法异常丰富%
关于艺术辩证法#他举例说,一与多$远与近$难
与易$厚与薄$多与少$形与神$景与情$大与小$疏
与密$离与合$变与通$有法与无法#2334诸如
此类#可以随便举出几十对#它们既对立#又统一#
既相反#又相成% 可以说从先秦古籍以来#辩证思
想及其细致的运用#即充满在文艺理论之中% 不
是我们的文艺理论缺乏哲学色彩#而是我们还未
及或未能从中去发现其深刻的哲理内涵-!&""(
XF"%

他又从整体上总结古代文论的四个思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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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一是审美的主体性#二是观照的整体性#三是
论说的意会性#四是描述的简要性% 审美的主体
性表现为' 自得之见$自出手眼$自抒怀抱$为己
之学$不随人脚跟$不苟同异$不可无我#这些都是
古代有志气有成就的文人的信条% 观照的整体性
指有卓识的文论家在观照作家$作品时都有其整
体性#既作微观$论细节#更要作宏观$论大体#要
有整体观念% 如*文心雕龙+#每用史$论$评三者
相结合的方法来提出问题#探索问题#继而上升为
理论% 论说的意会性#具体来说#指古代文论重在
意会#点到即止#让人举一反三% 创作和欣赏都有
规律#但如何运用这些规律而收成效#神而明之#
存乎其人#各有不同巧妙#妙处连作者本人也未必
很清楚#全赖长期的体会$钻研$锻炼% 创造之妙#
因素极多#指出门径可以#修行还得靠自己% 描述
的简要性#是说古人论文谈艺#一是重感性描述#
具体生动本身即文学作品)二是力求简要#因为通
道必简#无须繁辞#旨在阐明大体$根源之一端#似
无系统#联系起来往往十分明白% 古代文论著作
内容多样#如保存故实$辨识名物$校正句字#比较
异同等等#宗旨本不在于议论#其旨在议论者#除
大都仍具有形象$感情特色#哲理$思辨$规律即深
寓其中#甚至寥寥几句#即能令人拍案叫绝#一字
可抵废话或老生常谈上百$千$万!*激流中的探
索+ &X"(VF"%

除在总体性的重大问题上发表首创性的观点

外#徐中玉在研究名家名作时#也发表了许多精彩
的首创性观点% 如在*杜牧的文学思想+一文中#
他根据杜牧本人的言论和历代名家对他的评论#
结合杜牧对元和体诗歌和李贺诗歌的评论和历代

的争论#深入全面地述评了杜牧的文学思想#尤其
指出杜牧强调文学创作的应有特点就是,优柔-#
文艺家必须采取优柔的态度和方法从事文艺创作

这个重要的基本规律% 徐中玉指出' 优柔的对面
即是 ,激切- ,直陈- !*古代文艺创作论集+
%%""% 有些政论文由于感情充沛#词采飞扬#也
被承认为文学作品% 但绝大多数诗文#总要情景
交融#通过形象$境界$抒情来婉曲地表达思想%
这种表达方法#由于通过感染#使人思考$促人自
觉#收潜移默化之效#所以名之,优柔-!%$#"% 这
个观点的总结和强调#不仅在当时起了纠正标语
口号式$唱高调式的拙劣作品充斥文坛的作用#而
且对当代的文艺创作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

!三" 首创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徐中玉认为古代文论的研究应该更进一步#

应该把文论研究同哲学$史学$心理学$经济学$宗
教学等学科的研究联系起来#以扩大视野% 对于
各种文化思潮$流派观点和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
都要吸收其合理的符合科学规律的东西#因为文
化要发展#恐怕就得来一个,兼收并蓄-,集大成-
!*激流中的探索+ &"#"% 徐中玉本人也身体力
行这个高难度的主张#其专著*论苏轼的创作经
验+!%VX% 年"中的,随物赋形-和,妙算毫厘得天
契-两章#作为论文先期发表于 %VX# 年#分述苏轼
的,美亦可以数取- ,有数存焉期间- ,美可以数
取#不能求精于数外-等观点#对文学$艺术与数
学$术数相结合的美学观进行精彩论述%

现今跨学科研究已是学者的共识#并已成为
文艺理论和比较文学学科中的一个重要研究的方

面#而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的重数传统和数理美-
以及,中国古代文学的数理批评-也已有多篇论
著涉及或专论% 回顾徐中玉当年目光如炬#在浩
瀚的古代经典中收集有关资料#以苏轼的多则论
述为中心#结合*庄子+*孟子+*吕氏春秋+*文心
雕龙+*乐书要录+等多种要藉的重要观点#精要
论述数学$术数与文艺创作和美学的关系及其所
能起到的重大作用#已开风气之先#显得难能而
可贵%

!四" 首创性地提出了古今中外的三方面的
理论资源结合的建立现代理论体系的方法#

徐中玉早在 %VX# 年就率先提出,研究文艺理
论要把古代的$现代的$外国的三个方面沟通起
来-#古为今用#建立以古代文论$西方文论和马
克思主义文论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

理论体系!&WY(W""%
这一主张是痛感于这样的状况而提出的' 自

五四以来#中国学界对西方理论的崇拜和引进具
有压倒性优势#建国后则只追求和坚持马克思主
义理论#古代文论在主流学界是没有地位的% 所
以#徐中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注重引进$
学习和研究西方理论的同时#着重介绍$分析和研
究中国古代文论的伟大成果及其在当代文论建设

中的巨大价值%
首先是研究和分析古代文论的诸多重要意

义% 徐中玉认为#第一#通过系统学习和深入研
究#现代中国文学家和文艺理论家能掌握中国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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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文论并应以此作为自己的基本根基% 徐中玉早
在 %VX& 年就一再指出,多少年来#很多人已只知
希腊$罗马$欧美$俄苏$日本等外国文论家的观点
和名氏#仿佛我们自己那些封建老古董中并无理
论#更没有非常精采#甚至比外国人谈得更精彩#
更体现国情和民族特色的理论% 在文艺理论领域
里#我们已经基本脱离了本国文论历史的实际几
十年#基本不是在走自己应走的道路% 不是没有
一些进步#但整个来说#立足点问题并未根本解
决% 先是照搬欧美#然后是照搬苏联#现在又有人
想照搬外国现代派% 照搬的对象不同#照搬的想
法未有大变-!*古代文艺创作论集+ $V#"#,我们
已照抄照搬过几十年别国的文艺理论经验和模

式-!$VV"#,几十年间很少谈论本国的理论传统-
!&#V"#这种欧化而抛弃中国古代文论的学者#
,连做一个中国人应有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
豪感都没有-!&%#"% 这种振聋发聩的声音#在学
术界产生很大的影响#此后#中国古代文论和中外
文论相比较和相交融的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体
现为多种研究成果出版#研究队伍不断扩大#但现
代文艺理论学者和当代作家不重视吸收古代文论

的成果和创作经验的状况依旧未变% 诚如徐中玉
所指出的#众多学者是在理论体系上脱离本国传
统#照搬西方理论#在思想观念上崇洋媚外的风气
弥漫了文坛#此风至今不绝%

徐中玉又进而分析#中国现代的思想主流#虽
然在现代化过程中吸收传统的因素#但骨子里还
是轻视结合民族形式的社会主义内容的理论%
,我这里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中国的传统中很多
的资源里边#有没有可以开发出来#而重新具有现
代意义#不仅仅是形式$作风$气派而已#而是涉及
到内质的一种普遍理念的东西5- !*古代文艺创
作集+ $FW"王元化此后也很重视对这个问题的阐
发#他在*传统资源' 具体中的普遍性+中说',在
现代化的转化当中#传统本身就有现代的意义在
里边% 传统文化的某些因素可以开发出来#融入
到现代中去#成为普遍意义的因素% 多元性并不
意味所有的文化都一致认同那惟一的共同理念#
而应当是诸家杂呈的世界% 当然#没有惟一的共
同价值#并不等于没有普遍价值% 我们要舍弃的
只是一种价值独断的世界% 各种价值纷呈$对话$
交流才是真实的世界%-!王元化 &VF",中国的传
统中有很多可供开发的$具有现代意义的资

源(((不仅仅是形式$作风$气派#而是涉及到内
质的一种普遍理念的东西%-!&V""

第二#学习和研究古代文论有利于继承和发
扬民族文化的特色% 徐中玉指出',中国古代文
学理论是一个极为丰富的宝库#它对全人类文化
有着重要贡献#这是海内外学者都越来越公认的
事实%-但当前依旧,不能从多方面$多层次$多角
度既微观地来分析发展它们丰富的意义和价值#
又不能综合地系统地$宏观地来揭示它们在整个
学术领域$民族文化构成中的精义与地位#所以它
的影响还是不够深广的#它对繁荣当前文学创作
发展理论研究的积极作用还远远没有得到发挥-
!*激流中的探索+ &"W"%

第三#学习和研究古代文论对当今的文艺创
作实践起到指导和促进作用% 他说',研究古代
文论#的确能使我们了解到前人很多有深刻意义
的艺术思想#这对吸收前人优良经验#摸索艺术规
律#提高今天文艺创作的艺术水平#都有重要作
用%-!*古代文艺创作论集+ $FW"总之#他认为研
究古代文论的目的就是尽可能把我们的研究与今

天提出的新情况$新问题有所联系#提供一些资
料#能够对一些问题的解决有所启发%

与这个首创性的贡献有关#且提供他本人在
这方面的实践成果的是(((

!五" 首创在发展古人学说的基础上建立新
的理论学说的方法#

徐中玉十分重视对古代文论中的重要理论和

研究方法及其所揭示的创作方法作全面深入的总

结和阐发% 他曾发表 *重视 ,端绪-#着意 ,引
申-(((当前研究古代文论者的责任+一文#阐发
清代卓越的诗论家叶燮在*原诗+中的一个重要
观点,后人无前人#何以有其端绪5 前人无后人#
何以竟其引申乎5-对此#徐中玉认为,我觉得这
段话极具识见% 先是说了文学的发展先后相循#
历史不容隔断#期间联系是一天也没有中断过的%
前有所启#后有所承#不但有所承#而且在继承之
中得以增益$发展#加以发扬光大#推陈出新%-接
着又据此发展出一个重大结论#,这说明对一个
民族来讲#有没有先人积累大不一样#先人积累丰
富不丰富$精深不精深也大不一样- !*激流中的
探索+ $VW"% 我们中华民族有如此丰厚而精深
的文化积累#包括古代文论的丰厚而精深的积累#
需要我们在继承之中得以增益$发展#加以发扬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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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推陈出新% 徐中玉身体力行#以 ,重视 0端
绪1#着意0引申1-为当前古代文论者的责任% 他
以此为纲领#研究,我国传统的艺术创作经验-#
撰写了如*入门须正#立志须高+ *,惊四筵-与
,适独坐-+*文章且须放荡+*论,辞达-+*古代文
论中的,出入-说+ *中国文艺理论中的形象和形
象思维问题+"

等重要论文% 这几篇论文体现了
,重视0端绪1#着意0引申1-的扎实的治学风格
和灵动的思维方式#对古代文论中前人虽开其端#
而尚未及深入阐发或总结的几个重要理论作了全

面深入的探讨和阐发%
*,入门须正#立志须高-(((我国传统的艺

术创作经验之一+一文以严羽的一句名言着手#
以*水浒传+中王教头如何从新点拨史进为例#说
明,学艺一定要有个明确的目的#一定要追求实
效#不能只图0好看1#骗骗外行人- !*徐中玉文
集+第 & 卷 Y"X"% 如果开端不好#就必须,捐弃
故伎#更受要道-#必须从新$从头打好理论的基
础#用前人行之有效的经验结晶去充实头脑)而改
弦异辄的根本途径(((移情#即移易感情#转变精
神#成为一个具有,精神寂寞#精之专一-#非常高
尚$清醒$坚强的#具有远大的目标$高尚的情操的
人% 为避免走弯路#必须,学慎始习-#遵循严羽
提出的,入门须正- ,立志须高-的忠告和总结的
传统创作经验% *文章必须放荡(((发扬我国指
导青年创作,必须放-的优良传统+一文以南朝梁
代简文帝萧纲给他儿子当阳公大心的信中的名言

,立身先须谨慎!一作0谨重1"#文章且须放荡-
立论#指出青年撰文必须,放荡-#即不拘礼法#任
性而行#不受陈规旧矩的束缚#,吐言天拔#出于
自然-!亦为萧纲语"% 又进而总结古代众多名家
的阐发#指出在,放荡-的前提下#初欲奔驰#久当
守节#即,少小尚奇伟-#波澜壮阔#即使有点狂
想#,志欲图霸王- !韩愈语"也是好的#充分驰骋
自己的才纵横$意纵横$气纵横)只有在青年时代
全在,勇往-的基础上#追求变#在能变之后#渐趋
平淡#才是自然的趋向#也即如杜甫那样#,少而
锐#壮而肆#老而严-#也正如清代梁章钜所说'
,少年作文#以英发畅满为贵#不宜即求高简古
淡-#以及苏东坡所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
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
淡#绚烂之极也-!YV$("#V"% 这些论文包括*论
.辞达/+#都广集$梳理和总结古代名家的精彩论

述#有指导中青年学者治学和创作的正确道路之
用#发人深省%

另如众所熟知的,胸有成竹-#徐中玉在*论
苏轼的创作经验+一书中专列一章#分为,意在笔
先-,形似$神似与常理的统一- ,其身与竹化#无
穷出清新-,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和,后人对
0胸有成竹1的议论-五节#反复论证#全面阐发这
个创作规律% 所论内容丰富#分析精细#精彩
纷呈%

再以*古代文论中的,出入-说+这篇宏文为
例#徐中玉以王国维的论述为核心#旁征博引古今
中外桓谭$陆机$谢赫$刘勰$杜甫$韩愈$元稹$欧
阳修$苏轼$黄庭坚$陈善$文天祥$吕坤$何坦$王
嗣奭$王夫子$曹雪芹$张式$周济$汪婉$郑燮$赵
翼$章学诚$龚自珍$鲁迅$周恩来和遍照金刚$狄
德罗$果戈理$屠格捏夫等 &# 位名家的近 F# 条有
关论述#总结出,入乎其内#故能写之#故有生气-
,出乎其外#故能观之#故有高致-,能事不受相迫
促-的出入结合的写作规律!X&V(XWW"% *中国
文艺理论中的形象和形象思维问题+一文更以近
四万字的庞大篇幅#将众多古代文论家的大量精
彩观点按,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随物宛转#
挫物笔端-,即物达情#理随物显- ,穷形尽相#拟
容取心-,凝神结想#从小见大- ,委心逐词#骈赘
必多-,才为盟主#学为辅助- ,诗人比兴#婉而成
章-,身历目见#是铁门限-!"VX(X&X"#共九个方
面#全面深入地畅论形象和形象思维问题#完整梳
理和总结了古代文论家零碎论述的创作经验#并
理清其中所包含的理论体系%

徐中玉关于古代文论的总论性的研究成果和

关于名家研究的成果都引人注目% 这些重要论文
不仅是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在中国古代文

学$文论领域第一批取得领先性的理论研究成果#
而且站在多年以后$从业已进入新世纪的今天来
看#仍有很大的启发或指导意义#其中不少观点和
论说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或为多位学者一再呼吁

的理论主张%
另需指出的是#徐中玉以上首创性的成就都

是与他首创的研究方法相结合而达到的% 他不仅
提供了示范性的研究成果#更向学术界提供了新
的研究方法#为学者的深入研究指导了方向和方
法#这便充分显示了他作为一代宗师的风范和
气度%

&X&



论徐中玉文艺理论的研究风格和首创性成就

%VX# 年 & 月#徐中玉在教育部委托华东师大
举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师训班作学术报告时#
首先提出具体指导后学的一个重要问题' 古代文
论研究的重点应放在什么地方5 他具体分析并归
纳了四个重点' 一是研究理论批评的历史)二是
对古代作家作品的评价)三是创作经验的研究总
结#并强调较多地研究艺术创作的内部规律)四是
着重美学研究#找出审美规律% 他在这篇报告的
最后总结中再次强调',我觉得从艺术规律#艺术
技巧$形式等方面进行整理总结#应作为一个重
点%-他毫不保留地介绍$总结自己从实践中摸索
出来的体会和已有方法#具体指导后学怎样进行
研究',首先要详细占有资料#这是一切研究工作
的基础% 所谓详细占有资料#有的是理论原著#还
有理论家的其它著作#尤其是他的创作% 有些文
学观点可以在他的诗歌里反映出来% 有些只是在
送人的诗歌里带上几句#也许一两句#也可以作为
一种比较的材料#作为一种旁证% 我们专门研究
理论的人最容易犯的毛病#是对作家的创作看得
太少#专门看一些理论著作#结果是对艺术创作缺
乏一种敏感#缺乏一种艺术感觉% 第二#注意一个
时代的政治$经济以及文艺实践对理论批评的影
响% 要把理论批评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研
究#不要孤立地研究% 第三#要注意在马列主义一
般原理指导之下#古今中外多作比较#对材料进行
科学的分析#研究% 此外#不能把古人现代化#也
不能苛求古人% 通过研究#引出正确的结论#把它
系统化#概括为规律#上升到理论高度% 更进一
步#应该把文论研究同哲学的$史学的研究#心理
学$经济学$宗教学等学科研究的联系逐步密切起
来#视野也比较宽广% 对于各种文化思潮$流派观
点和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都要吸收其合理的符
合科学规律的东西#因为文化要发展#恐怕就得来
一个0兼收并蓄1 0集大成1%- !*激流中的探索+
&"F"其务实的治学风格和着眼于创作和理论建
设服务的精神由此可见%

纵观徐中玉的有关论著#他的确达到了自己
的预定目标' 他只是在寂寞的园地默默耕耘#从
不借助媒体操作也不希求产生轰动效应#但他的
众多研究成果往往具有广阔的视野和深入的见

解#他善于发掘古代文论精微玄深的思维结晶#以
明白晓畅的语言汇总$梳理$归纳总结#并进一步

对其作现代性的引申与发展#有的理论总结和探
索还具有极为可贵的超前性#因而成为具有原创
性和领先性的卓越科研成果#并已具有相当大的
国际影响力% 他已经发表多年的不少研究文章业
已经历了时间的考验#成为新中国 "# 年中国文艺
理论和美学建设的标志性成果#而且必将经得起
历史的考验而传世#泽惠后学#并随着中国传统文
化的不断弘扬和传播而对 $% 世纪以来的中国和
世界的文艺创作与理论建设起着指导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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