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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徐中玉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的贡献

蒋述卓

摘!要! 本文论述了徐中玉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领域的多方面贡献! 他为古代文论研究的科班出身"百余岁人生中八
十多年一直从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 他怀着报国之心"在改革开放初期解放思想"敢为人先"树立了敢闯学术禁区#勇于
创新#实事求是的学术典范$他有宏阔开放的学术视野#兼收并蓄的学术方法"以独特的学术眼光"在古代文艺规律和创
作经验#古代文论民族特色#古代文论的思维特点与表达方式#古代文论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以及重视资料搜集#整理
的基础功夫诸方面都取得杰出的成绩"积累下丰富深厚的学术经验! 他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的组织与管理方面所
作的贡献以及在指导#提携年轻学人上所花的精力与心血也是有口皆碑的!
关键词! 徐中玉$!古代文艺理论研究$!学术精神$!学术经验$!学术贡献
作者简介! 蒋述卓"文学博士"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论#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创意产业等方面研
究! 通讯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 号暨南大学中文系第二文科楼 %$$"&$#"'(! 电子邮箱% )*+,-*./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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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玉$$X$&%(#$X 年&"我国著名文艺理论
家'作家'教育家"曾担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
任'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并长期担任(文艺理论
研究)和(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主编以及全国
高校文艺理论学会$后改为中国文艺理论学会&
会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

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常务副会长"是发行量甚大'
影响甚广的高等学校教材(大学语文)的主编*
他一生潜心学术与写作"从大学三年级起就开始
搜集整理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百余岁人生之中近
八十年都在研究文艺理论尤其是中国古代文艺理

论"著作等身"其学术与理论贡献卓著"彪炳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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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徐中玉先生仙逝一周年之际"回顾并总结
他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学术经验与重大贡献"
一方面是为了纪念他"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了
学习他一生为国'敢为人先'勇于创新'实事求是
的学术精神"学习他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上
宏阔开放的学术视野'兼收并蓄的学术方法和丰
富深厚的学术经验"这将有助于我们在新时代将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引向深入"在构建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向世界传播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方面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一

翻开(徐中玉文集) $共六卷&"我们不难发
现"$XY% 年至 $X%& 年是他发表文章最多的时期"
尤其又以 $XYX 年与 $X%$ 年为最多"而且每篇都
充满着激情与活力* 这一方面得益于他长期的学
术积累"厚积薄发"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则是得益于
时代%%%改革开放的激荡* 从 $X&Y 年到 $XY"
年"因为政治的原因"他被剥夺写作与发表的权利
(# 年* $XY% 年他才完全平反昭雪"摘掉,右派-
的帽子""' 岁才重新担任校内外教学行政的各种
职务"并恢复研究"提笔写作* 那时的他",哪怕
仅有一点微薄的绵力也愿完全用出来再做点事

情"证明文化专制主义是多么荒谬'野蛮- $徐中
玉"(徐中玉自选集) (&*

正是出于这种报国愿望和对,四人帮-文化专
制主义的痛恨"徐中玉为呼唤艺术民主'尊重艺术
规律和创作自由大声疾呼"并首先在古代文艺理论
研究领域树立起敢为人先'勇闯学术禁区的榜样*
$XYX年他发表的古代文论研究文章就有(古代文
论中的,出入-说)$原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
第一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XYX 年&'(文章
且须放荡%%%发扬我国指导青年创作,必须放-的
优良传统)$原载(学术月刊)$XYX 年第 ( 期&'(论
,辞达-%%%古代文论中的性情描写说)$原载(上
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XYX 年第 '
期&和(中国文艺理论中的形象与形象思维问题)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编(形象思维问题论
丛)*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XYX年&等等*

在(古代文论中的,出入-说)一文里"他从周
恩来 $X"# 年强调的,文艺同工农业生产一样"有
它客观的发展规律-入手"根据中国古代文论中

大量论述文艺创作既要,入乎其内-又要,出乎其
外-的,出入-理论"揭示了古人对艺术创作规律
的尊重* 比如"古人强调在,入-时对他的描写对
象尽量做到冷静'客观'全面的观察"以便更真实'
深刻地去反映它的本质和价值* ,观察得越全
面'越深刻"就越能认识事物的本质"越能正确'深
刻地评量它"具体'生动地描写它*- $(徐中玉文
集)第三卷 %Z&&就是在,出-了之后也可以静观
细察",.入/时感情容易激动"注意往往片面"不
能全面'历史地分析'研究问题"不易达到艺术真
实"不能认识事物深处* 真处深处"其实也就是高
处-$%ZX&* 因此"古人对文艺创作是不主张求之
过急的"即杜甫所言,能事不受相促迫-$,戏题画
山水图歌-(##$&* 徐中玉写此文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反对,四人帮-的不按艺术生产规律办事"搞
图解政策"用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要求作家并塞
给读者* 他在文章结尾时总结道!,文艺创作既
然要求.入乎其内/"又要求.出乎其外/"入'出都
需要一定的时间"时间'火候未到"强作必然不好"
因此从作家方面说"他应该享有.能事不受相促
迫/的自由和权利"从领导艺术生产方面说"则应
该尊重作家这种自由和权利*-$%&&&联系他在粉
碎,四人帮-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发扬艺术
民主"促进创作繁荣%%%读周恩来关于文艺工作
的讲话)看"两文应该算是异曲同工"它们正是提
倡艺术民主的姊妹篇* (发扬艺术民主"促进创
作繁荣)是从正面直接言说"(古代文论中的,出
入-说)则是借古代文论来进一步深化* 在(发扬
艺术民主"促进创作繁荣)里"他直接批判,四人
帮-不尊重艺术民主"不按艺术生产规律办事"搞
文化专制主义",恶性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以
致一段时期里"八亿人民只有八个.样板戏/"竟
使人们厌烦得连收音机都不愿打开* 文艺界被糟
踏成这个样子"创作怎么能不萧条'冷落-$(徐中
玉文集)第五卷 $&"$%&"(&* 他进一步指出!
,随着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的
深入展开"人们将越来越明白"一切主观世界的东
西"包括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要接受实践
的检验"而最富有实践经验的人民群众无疑是文
艺作品最权威的评定者*- $$&Y(&即使在这篇直
接言说的文章里"他也引用了不少古代文学艺术
史的材料"如孔子'曹植'戴逵'周昉'李世民'韩
愈'白居易'苏轼等人的言论作为佐证* 他对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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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创作自由的提倡"还一直延续到 $X%& 年"
在(论,创作必须是自由的-) $原载(文艺理论研
究)$X%& 年第 ( 期&一文里"他更是为 $X%Z 年 $(
月举行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

中央给大会的祝词中的保证作家的创作自由称赞

叫好"说它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宣布*
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拨乱反正的思想

观念"徐中玉这时写出了一系列非常有震撼力的
文章"如(文章且须放荡%%%发扬我国指导青年
创作,必须放-的优良传统)'(论,辞达-%%%古
代文化中的性情描写说)' (,言必中当世之
过-%%%苏轼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 $原载(社会
科学战线)$X%# 年第 ' 期&'(严羽诗论的进步性)
$原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X%' 年第 Z 期&'(论
陆机0文赋1的进步性及其主要贡献)$原载(古代
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 X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X%Z 年&等等*

(文章且须放荡%%%发扬我国指导青年创作
,必须放-的优良传统)一文"虽然是从鼓励与指
导青年人创作,必须放-的角度出发的"但里面通
过引用一系列古代文学家的理论尤其是对梁代萧

纲文学思想的正名"肯定了文学吟咏情性的特殊
规律"提出青年人的创作应破除迷信'冲破束缚"
以豪放的气概和一往无前的勇敢精神放胆而为*
,放"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下"敢于
开动机器"敢于幻想"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
论"敢于前进*-$(徐中玉文集)第三卷 Y#X&在评
价萧纲的,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的文学
观念时"他引用(汉书)(三国志)(世说新语)(南
齐书)以及杜甫'苏轼等对,放荡-的用法与理解"
证明萧纲所说的,放荡- ,都没有放纵情欲"迹涉
淫秽的坏意- $"&X&* 联系萧纲在文学上的其他
说法"他,主张文艺创作要.吟咏情性/".操笔写
志/"要.吐言天拔"出于自然/-$"X"&* 徐中玉指
出! 萧纲的,文章且须放荡-论,一不是主张色情
文学"二乃针对当时流行文学的弊端而发"三能注
意到文学应用比兴方法吟咏情性的特殊规律"实
在是可以开拓思路的主张- $"XY&* 查一查在徐
中玉之前对萧纲,放荡-论的正面评价"只有朱东
润在 $XZZ 年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中有一句正面的说法"称赞萧纲,此种见地"真近
代论文所称浪漫之极致也-$朱东润 "Z&"但朱先
生并没有进一步发挥* 在 $XZX 年至 $XYX 年以前

其他人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
史)著作里对此要么避而不谈"要么将其视为六
朝色情文学理论的代表* 而徐中玉在 $XYX 年思
想解放历程刚刚起步的阶段就有如此放胆的言

论"实在是一种敢为人先的精神"是一种敢于突破
思想禁区'敢于冲破思想束缚的实事求是的观点*
关于徐中玉对,文章且须放荡-的评价"古代美学
与古代文论研究的著名专家张文勋在 $X%( 年时
认为"徐中玉的,分析是中肯的"有说服力的-"
,它充分说明六朝文艺思想是很解放的* 而这种
思想的出现"很显然又是和当时蔑视礼法"追求超
脱"放浪形骸的思潮是分不开的-$张文勋 $"Y&*
在徐中玉此文之后"$X%Z 年有赵昌平的(,文章且
须放荡-辨)发表在徐中玉主编的(古代文学理论
研究丛刊)第九辑上* 赵昌平的文章除了考证从
(汉书)至齐所说的,放荡-"均非关淫佚浮荡"至
唐犹然"就是,不拘礼法"豪逸不羁之义-* 在此
文中他还论述道! 萧纲虽为梁陈宫体诗的鼻祖"
但其文论,初意并非专在提倡.轻艳/ .淫靡/文
风-",而要在于文章代谢"不拘成法"以美文更自
由地抒写性情-$赵昌平 X'%X&&* 谈蓓芳在(上
海文论)$X%& 年第 & 期(重评梁代后期的文学新
潮流)的文章里"也在肯定萧纲'萧绎的文学地位
时"认为萧纲的,放荡-论是,放任情感-之意"是
要求文学纯粹以作家自己的感情为依归"反对任
何来自其他方面的束缚* 再后来更有章培恒'骆
玉明二位在其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里"从文学的
审美特性尤其是抒情特性的角度"肯定了萧纲的
,放荡-就是摆脱束缚的意思"是,主张情感的解
放-"是,重视文学的特性和美质"反对经典的束缚"
提倡新异的创造等等"都反映了魏晋以来.文学自
觉/-的进展-$章培恒!骆玉明 Z%#&* 而这些成
果的出现"与徐中玉在 $XYX 年的放胆之言与开创
之功都有关系*

(论,辞达-%%%古代文论中的性情描写说)
是徐中玉针对 ,四人帮-的帮刊 (学习与批判)
$XY& 年第 $$ 期上的(略论0文心雕龙1)否定孔子
与刘勰关于,辞达-是,抹煞了文艺的特征-的言
论而写的文章* 在此文里"徐中玉不仅用翔实的
资料证明了孔子的,辞达而已矣-并不是抹煞文
艺的特征"还指出了刘勰对孔子,辞达-的认可是
,在于它们的.衔华而佩实/"而不是一味的直质-
$(徐中玉文集)第三卷 %&X&* 他还具体对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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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论中的,辞达- ,达-些什么'应怎样,达-以及
,辞达-应具备什么条件等等作了详细论述* 他
认为!,从孔丘提出.辞'达而已矣/以来"经过后
人根据文艺创作实践经验的积累"得到不断的补
充和发挥"已经成为我国古代文论中艺术表现上
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理想*- $%"X&所以"把,辞
达-视为抹煞了文艺的特征完全是错误的"是一
种倒退* (,言必中当世之过-%%%苏轼创作的现
实主义精神)一文指出了苏轼,言必中当世之过-
是,一种非常光辉的思想-$X(%&* 他提出的作文
要,有意而言-包含着,救时-和,济世-的内容"
同时指出,.言必中当世之过/实质上就是今天所
说的作家应该干预生活"干预政治"对现实生活中
的重大错误缺点不能熟视无睹"对种种不合理'不
公平的现象不能不加批评'揭露- $X'$&* ,我们
今天要写真实"文学创作既要干预生活"揭示社会
的病态"决不能再搞瞒和骗"同时亦绝不能为揭露
而揭露"使读者看不到光明的前途"以致产生不良
的客观效果*- $X'Z&徐中玉的这些观点"饱含着
一颗对祖国的赤子之心和对文学的真诚热爱"他
希望文学对国家的发展与前途能起到积极作用"
这种心情和对文学的态度与他在上海的两位好友

王元化与钱谷融是同气相求的"我的老师王元化
主张文学是,向着真实-"钱谷融则是,文学是人
学-的坚持者* 在关于文学的功用和目的的阐述
上"徐中玉在 $X%$ 年和 $X%' 年分别又发表了(论
杜牧的文学思想)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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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
章* 在这三篇文章中"他对杜牧写诗作文的目的和
忧国忧民经邦济世的思想'顾炎武的,文须有益于
天下-和要有,救民于水火之心-的文学观点给予
了高度的评价* 也正是在对,文须有益于天下-这
一点的认识与论述上"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徐中玉
在接近 Y# 岁时$$X%Z 年&还从民主党派民盟成员
的身份出发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对于古代文论研究领域中的教条主义"徐中
玉极其痛恨并以拨乱反正的学术勇气给予纠偏"
对一些敏感的有争议的人物和理论命题赋予新的

评价* (严羽诗论的进步性)对 $XZX 年以来将严
羽视为脱离现实'脱离生活"甚至脱离理性"是唯
心主义'复古主义的落后的反动观点进行了驳斥"
并提出严羽提出的诗应吟咏情性就是主张诗首先

应该有真情实感"是把内容放在主导地位的"并非

脱离现实的唯心主义* 他紧紧抓住诗的艺术特
征%%%妙悟展开阐述"是针对江西诗派末流和四
灵派轻纤雕琢以及江湖派粗率滑易的并不健康的

诗风而发的"是要求回到吟咏情性的正路上来*
他推崇盛唐"虽也欣赏王'孟一路"但基本倾向是
推重李'杜"他还推重建安风骨"这是反对晚唐诗
的缺乏风骨"并非复古主义* 因此"他认为!,指
责严羽脱离现实"脱离生活"脱离理性"完全陷入
唯心主义'复古主义云云"不符合事实*- $(徐中
玉文集)第三卷 %%$&后来"他在给古代文论研究
学者陈定玉所作的(严羽集校)写序时"对当时
(辞海)中的,严羽-条和,沧浪诗话-条又进行了
批评与纠正"指出严羽,针对当时许多以文字'才
学'议论为诗"以及种种形式主义的弊端"总结过
去经验"提出诗有别材'别趣之说"旗帜鲜明"坚决
捍卫诗歌的艺术规律"所主张的基本是合理的-*
,他的(沧浪诗话)确实是一部有系统'有特色'有
勇气'有很多科学价值的大作*- $(徐中玉文集)
第四卷 $'#Z&在(论陆机0文赋1的进步性及其主
要贡献)里"徐中玉针对以前否定论者认为(文
赋)是形式主义理论的创始者'有些论点带神秘
意义'陷入不可知论'天才中心论等等进行了辩
护"认为它讲究形式'重视形式"绝不就等于形式
主义"它也没有重形式轻内容",而是在强调内
容"承认内容起主导作用的前提下来讲究和重视
形式的-$(徐中玉文集)第三卷 %%Z&* 它对文学
和现实关系的看法'对纯文学特点的理解'对创作
中形象刻画与传达精妙性的陈述以及对作家修养

的认识都是有启发性的"是进步的"对中国文学批
评史是有贡献的*

二

徐中玉 $X'Z 年考入青岛山东大学中文系"三
年级时叶石荪指导他从习作小说转到文学研究并

重在古代文学理论的学习和探索"抗战爆发后他
随校内迁并校到重庆的中央大学* $X'X 年于重
庆的中央大学毕业"他去云南的中山大学研究院
文科研究所当研究生"专治古代文论尤其是宋代
诗论* 当时他的指导教师有冯沅君'陆侃如'康白
情'李笠'穆木天"校部还给他聘请了郭绍虞'朱东
润作他的校外导师* 在研究院的两年"他积累了
上万张的资料卡片"还要完成三十万字的硕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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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可以说他是正宗的古代文论的科班出身"而

且出自名门* 我们现在看他 $X'" 年至 $XZ& 年之
间有关古代文论的八篇论文"不仅有扎实的学术
功力"着力去解决一些重要问题"而且往往能独辟
蹊径"有着独特的学术眼光* 如(论诗话之起源)
通过多方文献考证"认定钟嵘的(诗品)乃是诗话
的始祖",此说既无起源于古代著作说之渺茫无
稽"亦无起源于宋说之近视与狭隘- $(徐中玉文
集)第四卷 $$'Z&* 在(中国文艺批评所受佛教
传播的影响) $此文实际上是他抗战时期的著作
(中国文艺批评)第十二章'十三章所论的内容&
中"他进一步考证指出"六朝时题名,品- ,评-之
类的著作与佛家经论的篇章,品-大有关系* 不
仅如此"中国文艺批评中题名 ,格- ,例- ,句-
,图-,话-之类的著作都是受到佛教传播的影响*
他还就佛教思想对中国文艺批评的影响作了五大

方面的阐述 $$$'&%$&Y&*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
代"中国文学批评史领域中充分注意到佛教传播
对中国文学批评影响的"除了罗根泽之外"就是徐
中玉了* 他于 $XZ( 年写的(南朝何以为中国文艺
批评史上发展时期)一文"全面论述了南朝文艺
批评的发展盛况'发展的原因'发展的社会基础
等"在指出发展的原因方面"他从文艺自身的原因
$文体的新变'总集的成立'创作的发达&'社会环
境的原因$君主好文'文艺独立价值已经固定'讲
论风盛&两端进行分析"认为南朝文艺批评的发
展实由这,两方面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而造成-
$$$#$&* 后来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如果论南
朝文艺批评的发展原因大致都未超过徐中玉此文

所论的范围* 至于 (0文心雕龙1与 0诗品1)一
文"徐中玉论述了(文心雕龙)的情采论'风格论'
灵感论'通变论'鉴赏与批评论"指出,(文心雕
龙)这部书"条例分明"目光远大"包罗丰富"值得
我们去仔细研究-",他的思想"从他这部书里可
以明显看出曾受儒'道'佛三家的影响- $$$('&*
这于(文心雕龙)的研究也是极富开创与启发的
意义* 上世纪 %# 年代后(文心雕龙)研究成为显
学"是不能绕过徐中玉的这篇文章的* 对于钟嵘
的(诗品)"徐中玉也论述了(诗品)的性情为本
说"反对用典与拘牵声律说以及溯说流别的作家
批评方法论"这也是看得非常准确的* 他还总体
上论述了刘勰与钟嵘的地位"说,我们必须认清"
南朝创作界虽颓废"批评界的两位卓绝人物却未

赞成这种风气"不但没有赞成"而且还成了反对和
改进这种风气的先锋- $$$(X&"并指出他们有历
史的眼光"历史使他们备晓了,古人之大体-"所
以能彻知当代'预见未来* 这是站位很高'视野宏
阔的评价*

从 $XYX 年始"徐中玉的注意力实际上就已经
转到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艺术规律和创作经验的

研究上了"在这方面的研究"他的贡献是独树一帜
而且卓著的*

$XYX年他参加了文艺理论界热点的形象思维
问题讨论"但他的文章(中国文艺理论中的形象与
形象思维问题) $原文载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编
(形象思维问题论丛)*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XYX年"后收入他的(古代文艺创作论集)&却是专
门就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来谈的"而且谈出了九大问
题"涉及文艺创作中艺术思维的各个方面"从艺术
构思到艺术表达"从形象思维的主要内容到相互之
间的关系"从作家才能到生活经验的获取等等"资
料极其丰厚"看问题深刻而准确"观点非常到位"真
可谓阅书广"境界大"取精宏"立意远"在当时讨论
形象思维问题的论文中也是别开生面的*#

$X%$ 年他发表了 (,入门须正" 立志须
高-%%%我国传统的艺术创作经验之一)$原文载
(文学评论丛刊)第 $' 辑(古典文学专号)"后收
入他的(古代文艺创作论集)&"他从古代文艺创
作写诗作文中的,要道-谈起"论到作文要先忘却
习气"才能获得善术"视野开阔了"便能,移情-"
真正改弦易辄"因此创作就要高度重视入门"以免
走弯路"这便要重视如刘勰提到的,功在初化-和
严羽提出的,入门须正"立志须高-"这也便是端
正方向路线* 他指出!,.入门须正/'.立志须高/
这一传统的艺术创作经验对我们今天仍很有用*
我们的.正/是什么2 .高/在哪里2 人民群众的
根本利益"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谈.正/谈.高/"
当然都离不开这根本的两条*-$(徐中玉文集)第
三卷 "%"&他的这种意见带有很鲜明的时代印
迹"与,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意义相合"不能
不说是古代文论研究,古为今用-的典范* 这一
年他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论苏轼的创
作经验)"此书将他在 $X%# 年 $ 月至 $X%$ 年 X 月
在各刊物上发表的有关论苏轼创作经验的文章集

中起来出版",研究苏轼的创作经验"鄙意还在揭
示其中合乎科学'用之有效'具有规律性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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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它对今天的文艺创作有所帮助- $X(Y&* 书
中的篇章涉及苏轼的创作目的论'随物赋形与文
理自然以及形神兼备的美学思想'美,可以数取-
而不能,求精于数外-的创作奥秘'胸有成竹和技
道两进的艺术规律'自成一家的独创理论',品目
高下"盖付之众口-的批评鉴赏论等等"每篇文章
虽然都不长"但对文艺创作规律的揭示却非常有
针对性和启发性* 他之所以研究苏轼"是因为
,苏轼在若干极短文字中若不经意谈到了诗'文'
书'画创作中的经验教训"读之有味"思之精深"耐
得不断挖掘"关键他有丰富的生活经验"突出的创
作才能"而且还能深入底里"点出精髓-$(徐中玉
文集)第一卷 $$&* 这也是我理解的后来上海市
要请他出山担任市作家协会主席的重要原因吧*
$X%& 年他又将他的古代文论研究专著命名为(古
代文艺创作论集)$"其研究的着眼点还在于对古
代文艺创作经验与创作规律的揭示* 还必须说到
的是"在经典作家专人专书的研究中"有关苏轼的
创作目的论是很少有人涉及的"唯一的论述就见
于徐中玉的文章内*

徐中玉对中国古代文论民族特色和思维方式

的重视与研究"是又一研究特色和重要贡献*
上世纪 %# 年代初"古代文论民族特色的研究

是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

讨论开始的* 起初主要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者对
现实主义的理解展开"而体现到古代文论研究中
则是如何挖掘古代文论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理论

原则"看从中是否可以提取有用的理论为建设当
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服务* 随着对古代文论尤
其是(文心雕龙)研究的深入开展"对古代文论民
族特色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 当时就此发表文章
的有杨明照'牟世金'蒋树勇'陈伯海'张少康
等*%$X%' 年 " 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三次
年会在广州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探讨古代
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以及如何开创古代文学理论

研究的新局面问题* 而这次议题的提出"是徐中
玉在 $X%( 年 $# 月 '# 日于山东大学(文史哲)编
辑部召开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和建立民族化的马

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座谈会上提出来的$(徐
中玉文集)第三卷 X$X&* $X%& 年他在(简论中国
文论的民族特色)中谈到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四个
特点! 尚用'求真'重情'重简* 因为此文是为纪
念(文史知识)创刊五周年写的"篇幅有限"他在

中国古代文论的表达方式方面讲得比较多"在思
维方式上尚未充分展开"只是在第四点,重简-的
论述中涉及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即中国文论的理
论思维方式究竟是不是薄弱的问题* 他指出"有
的人拿黑格尔的大部头著作与中国文艺理论相

比"断言我们民族理论思维的薄弱"对这种脱离历
史'文化'民族心理习惯等等要素的比较是无法苟
同的* 他认为,薄弱或不薄弱"不能看外表形式"
主要应该看探索的深广度"理论发挥出的力量"对
各自的文学发展历史起了多么大的实际作用-"
,.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才两万多字"却已史
论评相结合"成为不朽名作* 难道它理论不深"分
析不精"没有体系2 韩'柳'欧'苏"都无理论批评
专书$(六一诗话)远不如欧公集中诸文重要&"卓
绝之论岂少2 难道不成系统2 诗话'词话"虽零碎
而作用甚广"娓娓道来"亲切有味者不少"何尝不
如堆砌名词概念'生造字句动辄数十万言之作-
$(徐中玉文集)第四卷 $$X#%$X$&* 他在给华
东师大中文系齐森华教授(曲论探胜)一书作序
时"就齐森华对中国古代戏曲理论及其特点的研
究作了充分肯定"认为其研究,大可为古代文论
的研究工作张目-"并提出,世界文明史表明"每
个民族的思维方法和表达理论的习惯"都有某些
与众不同的特点-",各民族的特点都还是可贵
的* 它会随条件的变化而逐渐变化"彼此逐渐接
近起来"根本不必强分轩轾"勉强改造- $,(曲论
探胜)序- (%'&"并对长期以来一些理论工作者
对自己的文论不同程度的妄自菲薄进行了批评与

分析* $X%X 年他又于(略谈古代文论在当代文艺
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对什么是民族特色发
表了很有见地的看法"他说!,所谓民族特色"我
认为"不是指其他民族一定没有的东西* 读天下
书未遍"动辄就断言这是其他民族一定没有的东
西"我往往怀疑好用这样口气说话的人是否知道
这个地球上究竟有多少个民族"多少议论* 所以
我自己一向只把民族特色这种东西"只看成在我
们民族的文论里占有显著的地位"而且具有本民
族特有表现方式"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东西-
$(徐中玉文集)第四卷 $$X"&* $X%& 年"他的
(简论中国文论民族特色)文章指出中国文论有
四点民族特色而在此文里他又补充了两点"即形
式多样'本身即为艺术品和异常丰富的艺术辩证
法* 这实际上已经从中国古代文论的表达方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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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探索到了它的思维方式* 到 $XX$ 年"他在新
加坡国立大学,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国际会议
上所作的报告题目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思维特点及
其当代趋向)"陈述了中国古代文论思维的四大特
点! 审美的主体性'观照的整体性'论说的意会性'
描述的简要性"这便将古代文论的表达方式与思维
特点融合在一起来研究了*

纵观徐中玉对中国古代文论民族特色和思维

方式的研究"既有着强烈的中国情怀与民族意识"
又有着豁达的胸怀和世界眼光"他既不贬低西方
的文论而抬高自己"也不允许强分轩轾"妄自菲
薄"他主张的是,同之与异"不屑古今-"也,不屑
中外-",取精用宏"兼收并蓄"集大成而共求进
步-$(徐中玉文集)第四卷 $($#&* 在(徐中玉文
论自选集)收入(中国古代文论的思维特点及其
当代趋向)这一文章的后面他还专门作了附注"
再次表达,不同的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各有所
长"可以相融互补-"并指出如果轻视自己的文
论"说它是,缺乏系统"比较零碎"分析不细"甚至
扬西抑中"妄分高下* 其实颇似言必称希腊罗马"
而对传统文化的优点"所知太少"非通人之论-
$(徐中玉文论)$'"&* 徐中玉所作的就是通人之
论* 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总序
里"他还就中国古代文论的思维问题发表意见"指
出中国人不是缺乏抽象思维的能力"也不是没有
人做过"但一般人不愿意'不习惯"甚至还有认为
这样做不合适的* ,即使在讨论问题'抒发己见
的时候"文论家们总仍恪守文艺规律! 有感而发"
不得已而言"精语破的"点到为止"使人自悟并得
以举一反三"而且始终仍保持着具体'感性'描绘'
比喻'想象'意在言外等文艺色彩"有理有趣"举重
若轻"愉人悦己* 3445当我们把它同西方古今
的文艺理论进行了比较之后"就越发觉它至少可
以同西方文化成果并立而比美"对人类文明发展
起了同样巨大的作用*- $(徐中玉文集)第五卷
$'X%&这种站在东西方文明角度看人类文明的共同
成果的比较视野是非常开阔而有见地的"自然"这
种视野也体现在他提倡的古代文论的研究方法

里了*

三

徐中玉在回忆他 $X'X 年于云南的中山大学

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做研究生的生活时说到"那时
他在云南澄江城外一座小山腰的斗母阁里"一灯
如豆"伴着山野呼呼的风声做资料* 在研究院的
两年中"他积累了成万张的卡片* 在 $X&Y 年到
$XYX 年的二十多年间"他从七百多种有关书籍中
做了四五万张卡片"约计手写远逾一千多万字*
我去徐中玉家中的时候"总把目光投向那摆放在
走廊的卡片箱"觉得那就是百宝箱* 徐中玉做学
术研究"最基本也最基础的功夫就是依靠资料"重
视文献"一切从材料出发"论从文献出"论从史出*
他的文章引用例证丰富"为了说明一个问题常常
引用多种文献加以证明"层层推进"显得扎实而很
少,花功夫-,花棒-"行文之老道颇有钱钟书的笔
法与意味* 比如(,入门须正"立志须高-%%%我
国传统的艺术创作经验之一)"他先从(水浒)中
的王教头如何从新点拨史进的故事说起"引出学
艺一定要追求实效"不能只图,花棒-好看* 继而
再引曹丕(典论+自叙)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以及唐代,花琵琶-的故事说明应捐弃故伎更受
要道* 后面所引多种文献如苏洵学文尽烧旧文'
张戒谈学诗要除去苏黄习气始可以论唐人诗"严
羽论学诗当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等
等"将一个学习文艺创作必须重视入门的初化阶
段"不要学,花功夫-"避免走弯路的古代创作经
验说得十分透彻* 钱钟书的(管锥编)在东西方
的资料梳理中理出不少文艺创作与批评的规律"
徐中玉的文章专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与理论的资

料中大做文章"同样都是大师手法* 我进入华东
师大做博士生时"恰逢徐中玉带领团队在做(中
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的工作"我也中
途加入"承担了其中的(文气编)的工作"接手时"
徐中玉将积下这个专题的不少卡片悉数转给了

我* 此套丛书从上世纪 X# 年代出版起"陆陆续续
出版了二十册"可谓硕果累累* 此套书在 (#$& 年
教育部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人文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奖评奖中获得了二等奖"三十余年
的努力终成正果"没有徐中玉的牵头与组织是做
不到的* 最难能可贵的是"在这套书里"徐中玉还
承担了(通变)与(艺术辩证法)两编*

做资料'重文献是徐中玉的基本功夫"也是他
的基本研究方法* 然而"徐中玉绝不认为这是唯
一的绝活"相反"在研究方法上他主张兼收并蓄"
向外国学习"提倡比较"提倡跨学科"更是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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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倡导者和推进者*
早在 $X%# 年他在研究苏轼的创作经验时就

涉及了苏轼的跨界方法"他于(妙算毫厘得天契)
一文里"研究到了苏轼创作思想中的数学观念*
苏轼认为艺事之美需要,妙算毫厘- ,得自然之
数-"从艺者不可草率",一以意造-"全凭主观设
想"不作精微观察以至仔细的计算* ,能者即数
以得其妙"不能者循数以得其略*-美虽,可以数
取-"但创作不能,求精于数外-* 他指出",苏轼
创作思想中的数学观念"至今还能给我们以启
发-",他把文艺理论同数学密切结合了起来"表
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本来并没有一条不可

逾越的鸿沟"反之"文论研究者必须放宽眼界"看
到各种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样才能把研究工
作引向深入"进一步打开文艺创作过程中的奥
秘-$(徐中玉文集)第三卷 XYY&* 这是他最早提
到的学科融通意识* $X%( 年 $# 月"山东大学(文
史哲)编辑部在济南召开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和建
立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座谈会"邀
请了王元化'周振甫'徐中玉等发言"徐中玉在这
次会上的发言就是针对有人提出的能不能用中国

古代文论系统来写一本文学概论问题发表意见"
他说"如果写这样一本书"那倒是很有特点的"
,但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往往是搞古代文论的$包
括我自己在内&"对现代的东西不大注意-",而研
究现代理论的"研究西方文论的"或者是马列文论
的"对古代的东西也不清楚-",这三个摊子好像
是缺乏一个桥梁来沟通-",这与建立马列主义民
族化文艺理论的要求是很不适应的"要想办法解
决这个沟通问题- $X$%%$X&* 他的这个发言后
来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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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题发表在 $X%' 年(文史
哲)第 $ 期上* 而王元化也在 $X%' 年(社会科学
战线)第 Z 期上发表了(论古代文论研究的,三个
结合-)"后来还作为(0文心雕龙1创作论)第二
版的跋收入该书中"他提倡的古代文论研究要做
到,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的意见
成为当时代表性的观点"在文艺理论界产生了极
大的影响力"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当时也被视
为用中西诗学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艺理论

的开创性著作* 徐中玉,三个方面沟通-的观点
与他的老朋友王元化的观点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都是眼界开阔'识见甚高的言论*

从 $X%Z 年 $$ 月开始"文艺理论界关于研究
方法论的讨论拉开序幕"(文艺报) (文学评论)
(文艺研究) (当代文艺思潮)等争相发表文章"
$X%& 年方法论的讨论就成为了焦点"以致这一年
被称为,方法论年-* 这一年初"徐中玉开始编辑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法论集)"内中收录了王元
化'蒋孔阳'郭绍虞'杨明照'吴调公'王文生'张文
勋'陈伯海'张少康'胡经之'郑朝宗'张隆溪'南
帆'陆海明等人的文章以及徐中玉自己关于古代
文论研究方法的几篇札记"同时收入的还有国外
文论家吉布斯的一篇译文"是从阿布拉姆斯的艺
术四要素来看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文章* 作为编
者"徐中玉对此书作了编后小记"在,小记-里徐
中玉写道"当前科学空前发展"许多边缘学科纷纷
突起"对古代文论学科来说"与其他学科研究一
样",挑战已经掀起"成为热潮"除非安于落后"以
抱残守阙自喜"应战才是勇者应走的道路-* ,应
战的道路自然不止一条"改革研究方法当是其中
重要的一条* 诚然"方法不等于目的"但方法改对
了"改革的目的就容易达到*-而对于方法",只要
行之有效"符合科学"能深广地说明问题"传统的
和外来的方法都应该兼收并蓄"择善而从* 改革
决不意味着完全丢掉传统"也不能全盘西化* 把
传统中的好东西同外来方法中合理的东西在现实

的基础上融会贯通起来"我相信我们这个学科的
研究就能逐渐改变面貌"开拓出一个新的局面-
$(徐中玉文集)第四卷 $$X'%$XZ&* (中国古代
文论研究方法论集)由齐鲁书社出版"对古代文
论界具有引导性的作用* 徐中玉对改革方法论的
高度敏感"充分体现出了一种改革意识和对学科
发展的战略意识* $X%& 年 Y 月 '$ 日到 % 月 & 日"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四次年会在吉林长春举

行"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
同时提出要重视比较方法和对新方法论的关注*
当时主持会议的是杨明照会长和徐中玉副会长*
会后"徐中玉亲自写了关于这次会议的综述"对于
新方法论的讨论作了概括"认为它至少有三点收
获! 一是明确了文艺理论研究方法改革和多样性
的必要性'重要性"二是进一步明确了如何实现方
法的改革和多样性"三是关于新方法的实际运用*
同时他在综述中发表了他自己的看法"表明了他
的态度* 他说!,我们对过去实践已经证明是真
理'是规律的东西应该坚持"不要因为它不是新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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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就加以轻视'厌弃* 同时我们对一切新东西"即
使它还不很完善"或者在运用上还不甚具体妥帖"
也不要根本怀疑'反感甚至排斥"而是需要仔细加
以了解'分析"千万不要深闭固拒"像过去那样"对
我们还不知道'不理解'不习惯的东西轻率地断定
为异端邪说"而一律加以抛弃*- $(徐中玉文集)
第五卷 $&Z#&当然"他也呼吁要对新方法运用中
出现的一些缺点比如感到艰涩'抽象'比较玄空'
运用得还不恰当等给予理解"不要急于苛责它的
不成熟'不系统'不完整"要支持这种新的探索变
得更加完善起来* 徐中玉对这次会议的讨论成果
高度重视"也是对古代文论运用新方法的高度重
视和极力推动*

关于用比较方法研究古代文论"徐中玉于
$X%# 年 ' 月 $% 日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当时
取名上海师范大学以区别于上海师院&与武汉大
学受教育部委托在上海举办的,中国文学批评
史-教师培训班上的讲话里就已经提到"他除了
谈要重视研究古代文论的特点'重视研究古代文
艺家的创作经验'重视详细占有资料等以外"专门
提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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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玉文集)第四卷 $$Y&&* 当时比较文
学正在复兴"$X%$ 年季羡林给王元化的信中就提
到,应该把中国文艺理论同欧洲的文艺理论比较
一下"进行深入的探讨"一定能把中国文艺理论的
许多术语用明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 $王元化
(&Y&* 中西比较诗学逐渐浮出水面并影响到古
代文论的研究* 杨明照在(社会科学战线)$X%"
年第 $ 期发表(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
论)"徐中玉 $X%" 年在注意文艺理论新方法编辑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法论集)时就已收录了国
外文论家吉布斯评阿布拉姆斯艺术四要素与中国

古代文论的文章"$X%Y 年"刘若愚的(中国的文学
理论)中译本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也是在
$X%Y 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五次年会在成
都举行"这次会议认识到古代文论研究的困惑与
危机%%%缺乏当代性与现实感"如何将古代文论
研究引向深入成为会议讨论的重要议题* 会长杨
明照提倡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副会长
徐中玉提倡将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当代文论
相沟通"会议明确提出并肯定了中西文论的比较研
究* 一直以来"徐中玉对研究方法主张兼收并蓄"

主张向外国学习"他在(外国文学研究)$X%& 年第 $
期上著文谈到"中国文学研究者要尽可能多读一些
外国文学的作品和理论著作"可以开拓视野"增长
知识* 主张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知
识都要学习"把各种知识都当作一个学问的整体来
认识* 他还对自己过去中学与大学没能在英语学
习上获得效率以致现在不能较好地运用外语来认

真学习外国的有用的知识和经验表示是一大憾事

$,古代文论-"&%""&* 后来"他在(略谈古代文论
在当代文艺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一文收入(徐中
玉自选集)的附记里也写道!,从事古代文论资料
的搜集'研究近六十年"深感资料之丰'议论之精'
对今天能起积极作用之多* 愧未能多学些边缘学
科知识增一点生发之力*-$(徐中玉自选集) $(%
$'&他指出"由于历史的原因"多年来闭关锁国"观
念隔阂"存在语言与文字上的困难"加上某些研究
者不注意文学发展的实际",只是各自空说"极少沟
通"影响到整个文艺理论研究工作的严重滞后* 现
在社会环境有了改善"视野逐渐宽广"已开始有了
融通的要求与觉醒-$(徐中玉自选集) $(%$'&*
这些认识都充分展现了徐中玉学科发展的融通意

识以及虚怀若谷'活到老学到老的进取精神*
自然"徐中玉对古代文论研究方法的重视以

及对新方法的吸纳"又是与他一直以来高度重视
古代文论的研究目的分不开的* 他在多篇文章里
都呼吁研究古代文论要古为今用"如(为什么要
研究古代文论) (古代文论研究中的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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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古代文艺创作论集)后记等
等"他研究古代文艺中的创作经验也着眼于为当
代文艺创作提供借鉴"他说过!,我们应该从古文
论里边"把前人总结出来的具有规律性的东西"或
者是加以整理"或者是加以发挥"同现在的问题结
合起来"通过规律性的研究"提供这方面的知识来
古为今用"这才是个根本性的东西*-$(徐中玉文
集)第三卷 X$X&方法不等于目的"方法是为目的
服务的"新方法的吸纳一定会促使研究目的的更
好达到* 徐中玉对新方法的态度与他研究的整体
意识'当代意识以及全球视野是紧紧关联的*

四

徐中玉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上是杰出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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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起到了学术表率和领头羊的作用"贡献卓越"
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的工作中也是一个优秀

的组织者和管理者"他为学会的组织与日常管理
工作殚精竭虑"付出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为推动
全国的古代文论研究做出的成绩令人称许与赞

叹"被视为全国古代文论界的主帅*
$XYX 年 ' 月 (# 日至 Z 月 Z 日"在昆明温泉宾

馆举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术讨论及教材编委
会-"会上由中国人民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提议"
经过酝酿"最后成立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周
扬为名誉会长"郭绍虞任会长* 徐中玉就是当时
(' 名理事会的理事成员之一* $X%' 年 " 月 Z 日
至 $# 日学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年会"第二届理事
会成立"杨明照'徐中玉任副会长"徐中玉同时兼
任秘书长"秘书处随之转到华东师大"秘书长一职
一直到 $X%X 年的第六次年会才转给华东师大的
陈谦豫"徐中玉同时还担任会刊(古代文学理论
研究丛刊)的主编* $X%Y 年 $# 月"学会在成都举
行第五次年会"成立第三届理事会"杨明照任会
长"徐中玉与王运熙任副会长* $XX' 年 Y 月学会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第八次年会"徐中玉担任
常务副会长"直到 $XXX 年在河北保定举行第十次
年会才卸任担任名誉会长* 实际上"由于杨明照
会长年事已高"从 $XX$ 年到 $XXX 年学会召开年
会都是由徐中玉主持* $XXX 年之后他依然担任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的主编工作"但加上了
$XXX 年学会换届新担任学会会长的郭豫适担任
双主编"编委中的胡晓明$也是学会的秘书长&兼
任执行编务"他的工作量才有所减少* 此时"他已
经 %Z 岁*

徐中玉还为古代文论领域人才的培养作出了

努力和贡献* $X%# 年"受教育部委托"华东师大
和武汉大学在上海共同举办了全国古代文论助教

培训班"主事人就是徐中玉和王文生* 这个培训
班为全国高校培养出一批中国古代文论教学的师

资力量"在这个班上学习过的很多人以后成为了
各大学从事古代文论教学与研究的骨干* 他在华
东师大指导出来的硕士生"后来也成为文艺理论
界的优秀人物"如南帆"硕士论文写的是古代文
论"但后来成为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翘楚#陆晓
光"硕士毕业后跟随王元化读博士"也一直从事古
代文论的研究"他主持翻译出版的(冈村繁文集)
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献#还有吴炫'蒋树勇'

张建永'谭运长等等"都是文论界有一定影响的人
才* 徐中玉对文艺理论界年轻学人的帮助与提携"
付出的心血有口皆碑"除了在(文艺理论研究)和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编发他们的文章以外"
还在每次的学会年会上鼓励与指导他们大胆发表

意见"努力创新* 我的硕士论文当中的一章(0原
诗1的诗人主体论)投稿给他"就是经他指导修改"
发表在(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十一辑上的*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文章"经国之大
业"不朽之盛事*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
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中国历代
文论选) $Z&徐中玉的道德文章与学术精神彪炳
于后世"薪火相传"必将对日后中国古代文论的研
究起到无穷的作用*

注释"8/#%(#

! 具体参见徐中玉!,代序! 忧患深深 %# 年%%%我与中
国 (# 世纪-"(徐中玉自选集) $重庆! 重庆出版社"$XXX

年&"第 $%$Y 页* 该文也收入(徐中玉文集)第一卷"置
于第一篇"可以视为整套文集的总序*

" 具体参见徐中玉!,学习文艺理论研究的一点体会-"
(徐中玉文集)$第五卷&"第 $'X"%'XY 页#,求学过程中
的三点粗浅体会-"(徐中玉文集) $第六卷&"第 $X$X%
X(Z 页以及(徐中玉文论自选集)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
社"(##X 年&"第 'Y#%%# 页*

# 当时古代文论界讨论形象思维的文章有张少康!,我国
古代文论中的形象思维问题-"(北京大学学报)$$$XYX&!
&Z%"'#王达津!,古代诗论中有关诗的形象思维表现的
一些概念-"(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 $辑&$上海! 上
海古籍出版社"$XYX 年&"第 %#%$#' 页#章培恒!,从李贺
诗歌看形象思维-"(文汇报)$XY% 年 Y 月 ($ 日第 ' 版#王
文生!,再论古代文学中的形象思维问题%%%与章培恒同
志商榷-"(武汉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XYX&! (X%
'Z#章培恒!,再论李贺诗歌与形象思维%%%答王文生同
志-"(复旦学报)Z$$XYX&! ZX%&"#等等*

$ 徐中玉! (古代文艺创作论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X%& 年&"后来此书的前半部分篇章收入(徐中玉
文集)第三卷*

% 当时讨论古代文论民族特色的文章有! 杨明照!,从
0文心雕龙1看中国古代文论史'论'评结合的民族特色-"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十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
版社"$X%$ 年&"第 $%X 页#牟世金!,从0文心雕龙1看中
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学术研究)Z$$X%'&! $$"%
(Z#蒋树勇!,论.中和之美/的艺术辩证法%%%古代文论
民族特色初探-"(文艺理论研究)Z$$X%'&! $((%(X#陈

+$#+



论徐中玉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的贡献

伯海!,民族文化与古代文论-"(文学评论) ' $$X%Z&!
X&%$#(#张少康!,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点问
题-"(社会科学战线)$$$X%"&! $''%Z##等等*

引用作品"9/):(;"#%0#

曹丕!,典论+论文-"(魏晋南北朝文论选)"郁沅'张明高
编选*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XXX 年* $Z*

3;C7" O=0,[. ;GC++=3+! W++C97. B=)1<C)/<10- !"#"$%"&
'(%")*)+,-".)("/.01"(" 2(3" !.4%-")3 *3& 5.)%-")3
6+3*/%("/0W2+0\/ \/C. C.2 56C.8]=.88C70U1=*=.8!
O17EG1:+B=)1<C)/<1O/>G=+6=.8S7/+1" $XXX0$Z05!

杜甫!,戏题画山水图歌-"(杜甫全集校注)第四册"萧涤
非主编*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Z 年* (##$*

3 P/" /̂0 , B=.1+OGC9@/GG9 M<=))1. 7. C BC.2+3CE1
OC=.)=.80- ;7HEG1)1M7<I+7@P/ /̂ 7(%- 833.%*%(.3/0
_7G0Z0W204=C7P=@1=0U1=*=.8! O17EG1:+B=)1<C)/<1
O/>G=+6=.8S7/+1" (#$Z0(##$05

王元化!,论古代文论研究的.三个结合/-"(社会科学战
线)Z$$X%"&! (&Y*

3MC.8" \/C.6/C0 , [. )61 . D6<11;7H>=.C)=7.+/ 7@
A.3=1.)B=)1<C<9D617<9T1+1C<360- !.$(*#!$("3$"9).3%
Z $$X%"&! (&Y05

徐中玉! (徐中玉文集)*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XXX 年*

34/" 567.89/0:.##"$%"& 1.);/.0<4 =-.3>+40?6C.86C=!
WC+);6=.C̀ 7<HCGR.=F1<+=)9O<1++" $XXX05

%%%!,(曲论探胜)序-"(曲论探胜)"齐森华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X%& 年* $%"*

3 0O<1@C310,-".)("/.0,)*&(%(.3*#:-(3"/",-"*%)"?U9
a=?1.6/C0?6C.86C=! WC+);6=.C 7̀<HCGR.=F1<+=)9
O<1++" $X%&0$ "05

%%%!,古代文论研究方法札记-"(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
法论集)"华东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编* 济南! 齐鲁
书社"$X%Y 年* Z%%"X*

3 0,T1+1C<36 ]1)672+7@A.3=1.);6=.1+1B=)1<C)/<1

D617<90- :.##"$%(.3 .0@"/"*)$- A"%-.&/.083$("3%
:-(3"/" '(%")*)+ ,-".)+? W20 B=)1<C)/<1 T1+1C<36
N.+)=)/)17@WC+);6=.C 7̀<HCGR.=F1<+=)90Q=.C.! a=G/
O<1++" $X%"0Z% "X05

%%%! (徐中玉文论自选集)*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X 年*

3 0!"#"$%"& 1.);/.0<4 =-.3>+4B/'(%")*)+:)(%($(/C?
?6C.86C=! ?6C.86C=B=)1<C)/<1 C.2 A<)O/>G=+6=.8
S7/+1" (##X05

%%%! (徐中玉自选集)* 重庆! 重庆出版社"$XXX 年*
3 0 !"#0D!"#"$%"& 1.);/.0<4 =-.3>+40;67.8b=.8!

;67.8b=.8O/>G=+6=.8S7/+1" $XXX05
张文勋!,论六朝文学理论发达的原因-"(张文勋文集)第

一卷*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年* $&Y%Y$*
356C.8" M1.J/.0,T1C+7.+@7<)61O<7+E1<=)97@B=)1<C<9

D617<9=. )61?=JP9.C+)=1+0- :.##"$%"& 1.);/.0=-*3>
1"3E43?_7G0$0c/.H=.8! \/..C. R.=F1<+=)9O<1++"
(###0$&Y Y$05

赵昌平!,.文章且须放荡/辨-"(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
刊)第九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X%Z 年*
X(%X%*

356C7" ;6C.8E=.80,A. A.CG9+=+7@)61N21C.A<)=3G1+
?67/G2 U1P=++7G/)1/0- 8!")("/.0,-".)"%($*#!%4&("/
.3 83$("3%'(%")*%4)"? _7G0X0 ?6C.86C=! ?6C.86C=
;6=.1+1;GC++=3+O/>G=+6=.8S7/+1" $X%Z0X( X%05

章培恒!骆玉明! (中国文学史)*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
社"(##Z 年*

356C.8" O1=61.8" C.2 B/7\/H=.808F(/%.)+.0:-(3"/"
'(%")*%4)"0?6C.86C=! /̂2C. R.=F1<+=)9O<1++" (##Z05

朱东润! (中国文学批评史)*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X 年*

356/" P7.8</.0 F(/%.)+ .0:-(3"/"'(%")*)+ :)(%($(/C?
M/6C.! M/6C. R.=F1<+=)9O<1++" (##X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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