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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的批评与批评的美学
□彭立勋

别林斯基将文艺批评称作“行动的美学”，

这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说明文艺批评需

以美学理论为基础和指导，从美学的观点来分

析和评价文艺作品；另一方面，说明美学应当介

入文艺批评，与文艺批评实践相结合，通过批评

实践发展美学理论。这两方面的含义，我认为

对当前的文艺批评和美学研究都有很强的现实

意义。推动美学和文艺批评互相结合，一方面

有助于克服当前文艺批评有数量缺质量、有介

绍缺分析、肤浅平庸、缺乏深度等问题；另一方

面，也有助于解决美学研究从抽象理论到抽象

理论、不食人间烟火、与文艺创作和批评实践严

重脱节的弊端。

美学批评与历史批评

恩格斯在谈到文艺批评时，不止一次提出

要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来衡量、分析和评价

作家和作品，认为这是批评和衡量作家作品的

“最高的标准”。从美学观点批评衡量作品与从

历史观点批评衡量作品在着眼点上是有区别

的。前者着眼于艺术的特殊规律和作品的审美

价值；后者着眼于艺术的普遍规律和作品的社

会意义。但艺术的普遍规律寓于特殊规律之

中，作品的社会意义需通过审美价值来体现，所

以，美学的批评和历史的批评不是相互分离的，

而是密不可分的。美学的批评需要通过分析艺

术作品的审美特点和审美价值，去深刻揭示蕴

含于艺术形象之中的历史内涵和社会意义；历

史的批评也要将发掘艺术作品的历史内涵和社

会意义寓于对艺术形象的审美分析和判断之

中。别林斯基说：“不涉及美学的历史的批评，

以及反之，不涉及历史的美学的批评，都将是片

面的，因而也是错误的。批评应该只有一个，它

的多方面的看法应该渊源于同一个源泉、同一

个体系、同一个对艺术的观照。”这不仅说明美

学的批评和历史的批评是相互依托、融为一体

的，而且指出两者的结合与统一是根源于对同

一个艺术形象体系的审美观照。也就是说，只

有将美学的批评与历史的批评有机结合起来，

融合为一个统一体，才能对作为审美对象的艺

术作品做出全面的、科学的、深刻的分析和评

价。

将美学的批评和历史的批评机械地分割开

来，甚至对立起来，不仅会导致理论上的片面

性，而且会导致文艺批评实践上的种种偏颇。

以往曾经流行一时的教条化、简单化乃至庸俗

社会学的批评，就是忽视甚至抛弃美学的批评，

而将社会历史的批评教条式地变成给作家作品

和艺术形象贴上阶级的、政治的、道德的标签，

使文艺批评蜕变为公式化、概念化的说教。这

是严重违背艺术的特点和审美规律的。恩格斯

两次提到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评论作家作

品，都是将美学观点置于历史观点之前的。这

绝不是无意为之，而是基于对文艺价值和批评

职能的深刻理解。别林斯基说：“确定一部作品

的美学优点的程度，应该是批评的第一要务。

当一部作品经不住美学的评论时，它就不值得

加以历史的批评了。”文艺作品作为审美对象，

首先需要从美学上去感受、衡量、评价，从对艺

术形象的审美分析中去揭示其蕴含的历史内涵

和社会意义。如果缺乏对于艺术形象的审美把

握和分析，那么，所谓历史的、社会的、思想的分

析就会落空。现在，文艺批评中教条化、庸俗化

的社会批评几乎很少了，但从美学观点和历史

观点结合上，能够对作家作品抓住实质做出准

确深刻剖析、提出真知灼见的批评却仍然不足，

这也是我们期盼文艺批评进一步提高水平的一

个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在克服教条化、

简单化、庸俗社会学的批评之后，也有的批评家

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于历史的、社会的、思想的、

道德的批评缺乏应有的重视和必要的努力，显

出肤浅和疏漏。有的批评对于反映重大题材、

具有时代精神的作品轻描淡写，对于其深刻的

社会、思想意义缺乏深入的探索和发掘；有的批

评就事论事、浮光掠影，对于作品的思想内涵和

形象的历史意蕴缺乏准确的深刻的理解和剖

析；也有的批评对于文艺作品在反映社会历史

方面出现的一些倾向性问题缺乏辨别能力和批

评勇气。这必然影响着批评对创作和欣赏的引

导和帮助作用。卢卡奇说：“文学的起源和发展

是社会的总的历史过程的一部分。文学作品的

美学本质和美学价值以及与之有关的它们的影

响是那个普遍的和有连贯性的社会过程的一个

部分。”文学的美学价值必然蕴含着历史内涵和

社会意义，美学的批评总要通向历史的批评。

西方当代文艺批评中某些流派倡导批评“向内

转”，用所谓文学的“内在研究”取代“外在研

究”，将文本看作“是一个独立自治的、非历史的

客体”，把文学作品产生的社会历史因素和蕴含

的社会历史内涵等都排斥在文学批评之外，仅

仅着眼于文本形式、结构、词语、手法等的考究

和分析，这实际上是唯美主义、形式主义文论的

另一种表现，它和文艺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本

质和特点是背道而驰的，当然不应当成为我们

模仿、追随和倡导的批评理论和模式。

审美经验与美学分析

坚持美学批评与历史批评的统一，就是坚

持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它不仅对文艺作品提

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时也对文艺批评家提出了

很高的要求。就美学的批评来说，它要求批评

家以正确的美学观点为指导，遵循艺术的审美

特点和创作的审美规律，精通艺术美的构成法

则和审美经验的心理结构，总之，需要具有一定

的美学理论素养和对作品进行美学分析的能

力；同时，它还要求批评家对于具体的作品的艺

术形象和艺术美具有敏锐的感受力和鉴赏力，

能够对作为审美对象的具体作品有深切的审美

感受、体验，产生独特的审美经验。以上两个方

面，美学理论素养和审美感受能力、美学分析和

审美经验，都是进行美学的批评不可缺少的支

撑。感想式的批评缺乏坚实的理论支持和深刻

的美学分析，学理化的批评缺乏对具体作品的

深入的审美体验和独特的审美感悟，这两者都

不符合美学的批评的要求，从而极大地制约了

美学批评的水平和质量的提高。

文学批评需要以文艺欣赏为基础。审美主

体对于作为审美对象的具体的审美经验是进行

审美分析和判断的前提。没有对于作品的审美

体验，没有被艺术形象引起审美的感动和愉悦，

是很难对作品做出准确的审美判断和评价的。

鲁迅说：“诗歌不能凭仗了哲学和智力来认识，

所以感情已经冰结的思想家，即对于诗人往往

有谬误的判断和隔膜的揶揄。”讲的正是以感情

为核心的审美体验对于审美判断的重要性。现

象学美学家强调审美对象和审美经验的互相关

联和相互作用，认为艺术作品虽是界定审美对

象的基础，但它只有在欣赏者的审美经验中才

能形成审美对象，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也只有

在欣赏者的审美经验中才能获得实现。这种理

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正确指出了审美主体

的审美经验对于感受、认识、评价艺术作品的审

美特质和价值的重要作用，说明美学的批评必

须建立在批评家对于作品的深入的审美体验的

基础之上。作为文艺批评的基础的审美经验应

当是对于整个艺术作品的完整的经验，对作品

的审美判断和评价必须始于对完整的审美经验

的回顾。如果批评家仅仅阅读和欣赏了一部分

作品或作品的局部，便以此作为判断和评价整

个作品审美价值的根据，便会以偏概全，丧失评

价的准确性。不幸的是，现在不少批评家常常

并无认真阅读整个作品，获得完整的审美经验，

便匆匆作出判断和评价，这就难免产生批评判

断与作品价值的错位。

作品欣赏的审美经验固然是美学的批评的

基础，但文艺欣赏和美学批评以及审美经验和

美学分析，并不能等同。文艺欣赏的审美经验

是感受审美对象的心理体验，是感知的理解和

理解的感知的形象思维活动。在审美经验中，

审美主体调动自己的人生经验、情感想象、审美

趣味等参与对于艺术形象的体验，必然会形成

一定的主观性和差异性。而文艺批评则不能仅

仅依靠感性和直觉，不能局限于形象思维，它主

要是依靠理性和概念的抽象思维。别林斯基

说：“进行批评——这就意味着要在局部现象中

探寻和揭露现象所据以显现的普遍的理性法

则，并断定局部现象与其理想典范之间的生动

的、有机的相互关系的程度。”这只有通过理性

和抽象思维才能达到。如果说，欣赏的审美经

验只是让人感受到美丑与好坏，获得感动和愉

悦；那么，批评则要回答作品的美丑、好坏的道

理究竟何在？让人感动和愉悦的原因究竟是什

么？在这个意义上，“批评是哲学的认识”（别林

斯基）。再者，欣赏的审美经验可以因个人审美

爱好不同而带有主观的差异，但是，对于作品的

美学分析和审美评价却必须根据艺术作品本身

具有的审美特质和价值，符合作品的客观实际。

批评家对作品进行美学分析的准确、深刻

和新颖程度决定着美学批评的质量和水平，是

美学批评的关键所在。准确而深入地把握和揭

示出艺术作品的审美特质和艺术形象的审美特

点，发掘它们所具有的独特的审美价值，是美学

分析的目标和追求。无论是对于作品审美意

境、人物形象的分析，还是对于作品结构、语言、

手法的分析，乃至对于作品创作方法、艺术风格

的分析，等等，都需要从整体上着眼于它们的独

特性和创新性。尤其是对创作中出现的与时俱

进、具有时代特征的审美趋向，批评家更应及时

发现并做出理论阐明。在这方面，别林斯基对

俄国19世纪新出现的现实主义小说所做的美

学分析，堪称美学批评的典范。在《论俄国中篇

小说和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说》中，别林斯基用

“从平凡的生活中汲取诗意，用对生活的真实描

绘来震撼心灵”、“被悲哀和忧郁之感所压倒的

喜剧性兴奋”等来概括和分析果戈里小说的美

学特点，充分肯定了果戈里所代表的现实主义

创作倾向，令俄国文坛耳目一新。新时期以来，

我们的文艺批评对作家作品的美学分析有了很

大进展，对于一些作家作品美学特色的开掘也

取得一定成绩，但像别林斯基那样对作家作品

做出准确、深刻而又富于独创性的美学分析的

批评却不多见。批评要对创作产生重大影响和

作用，必须在这方面有新的突破。

批评实践与批评美学

美学批评需要美学理论的指导，建构批评

美学是美学与批评实践结合的需要。批评美学

从美学高度研究文艺批评的基本原理，是沟通

美学和文艺批评必不可少的桥梁。但是，我们

的美学理论研究却长期疏远文艺批评实践，批

评美学在美学理论中也没有自己应有的地位。

我国当代美学研究中普遍流行的一种看法，是

将美学的对象和范围界定为美的哲学、审美心

理学和艺术社会学三部分。这就没有将批评美

学包括在内。事实上，中外美学史一直都有关

于批评美学的研究。古希腊罗马代表美学著作

《诗学》和《诗艺》中就有关于批评原则的论述；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主要就在文艺批评著作中，

成体系的美学著作《文心雕龙》有专章论述文艺

鉴赏和批评。西方近代以来，许多著名美学家

都是文艺批评家。布瓦洛、休谟、狄德罗、莱辛

等的美学著作中都包括有批评美学的内容。进

入20世纪，西方美学中各种批评美学流派和学

说不断涌现，美学研究也正式将批评美学列为

美学的组成部分。分析美学家乔治·迪基认为

当代美学是由审美哲学、艺术哲学和批评哲学

三个大部分构成的。奥尔德里奇的美学专著

《艺术哲学》就是分别探讨审美经验、艺术作品、

各种艺术和艺术谈论的逻辑，艺术谈论的逻辑

就是批评哲学。应该说，我们在批评美学建设

方面是远远落后于国外，也远远落后于我国文

艺批评发展实践需要的。

新时期以来，各种西方现代批评美学学说

和流派对我们的文艺批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批评理论受到严重挑战。

20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批评理论经过数次理

论转向，从新批评、神话—原型批评到俄国形式

主义、结构主义和读者反应批评，再到后结构主

义和各种后现代主义等等，学说众多，取向多

元，鱼龙混杂。其中，某些批评理论和方法具有

一定合理性，是可以作为参考借鉴的。特别在

文学作品的语言、结构、技巧等形式分析方面，

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和方法，有助拓宽文学批

评的视野。但其片面性十分突出，而从根本文

学观念上看，则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念

有着本质区别。尤其是其中所包含的非历史主

义、非理性主义观点以及形式主义、主观主义观

点等，如果不加分析的照搬，就会把文艺批评引

向歧途。因此，在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的基础上，

构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美学，是推动

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发展和繁荣的迫切任务。

建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批评美学需要着

重解决两个问题。其一，是结合新的时代条件

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艺批评理论。中国传统

美学是和文艺批评紧密结合的，在众多的文论、

诗论、画论、乐论、曲论等中，都有极丰富的批评

美学思想。它们提出的许多文艺批评观念、命

题、概念、范畴，反映了文艺的本质、特点和规

律，在价值取向上和我们倡导的当代文艺批评

具有一致性，其当代价值不容忽视。应从新时

代高度，结合当代文艺理论和批评实践，给予新

的理论阐释，推动其实现创造性转化，使其融入

中国特色现代文艺批评的理论和话语体系。这

也是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一个重要内

容。其二，是结合社会主义文艺的新实践创新

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马克思主义

文艺批评的基本原理是对文艺本质规律的理论

概括，具有科学性和真理性，必须坚持。但真

理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社会生活的变

革和群众审美需求的发展、新媒体的广泛运用

和审美文化的蓬勃兴起，使文艺批评的对象、

主体和方式都发生了变化。文艺批评理论也要

不断发展和创新。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

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中，针对社会主义文

艺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对文艺评论提出了新

的要求，强调要“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

家和评判者”，要“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

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等，这是

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美学的新发展，是对于用美

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作为标准衡量作品的论述的

创新，是崭新的社会主义文艺批评理论。这也

为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批评美学奠定了新

的理论基石。

在文学史上，很多类型写

作一开始都不被看好，宋元话

本起于勾栏酒肆，被正统文人

看不起。小说从“小道”升为

正统花了漫长的时间。如果

不把《山海经》这类传奇本算

在里头，文人笔记小说魏晋时

期就有，陶渊明就写过小说。

小说发展与媒体变革有着必

然的联系，如印刷术带动了长

篇小说，报纸与杂志使现代文

学全面繁荣。没有印刷术，上

百万字的《红楼梦》一个字一

个字地抄，传播要慢很多。网

络写作现在还有很多不尽人

意的地方，但它会有巨大的发

展前途，我不要光看它的笑

话，要有包容心。当年梁启超

发起“小说界革命”，虽然他内

心是看不起小说的，他把这一

文体赋予了“改良群治”的重

大责任。不难预测，将来网络

写作也会因社会责任感的提

升而晋升到重要地位。目前，

网络写作还处在幼年时期，大

家都知道人在幼年时主体性

上是比较弱的，比较容易受他

人和外在因素的操控，主体性

成型需要社会环境和教育的

塑造。因此，无论是社会还是

网络作家本身，一开始就要倡

导一种积极的、健康的、文明

的、有精神向度的主体性。

网络文学生产量巨大，数

以亿计的网民中有很大一部

分是网络小说的消费者，有人做过统计，网络文学

是当今文坛数量最大、读者最多、最具活力的文学

形态。6亿多网民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涉及网络

文学，汉语原创文学网站据说也不是个小数目，

500多家，这个数字似乎高出了文学杂志报纸的

总数。统计还说有2000万人上网写作，签约写

手超过200万人，这比80年代文学鼎盛时期参

与度还高，这么庞大的事业，说出来真是令人不

敢相信。他们到底写了些什么？作为读者你能

说出一两部具有代表性的网络文学作品吗？一

般人说不出，很多成年人还不知道网络文学为何

物，但长期跟电脑打交道的人一定有人说得出。

可见这个事业是个相对封闭的事业，它与文学所

具有的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本质属性不太相称，这

是网络文学独特的一面。在这个独立王国里也

有它的政治生态。网络作家要想出人头地，终极

理想是他的作品改编成电视剧、游戏、动漫。这

需要商业网站和文化产业链的支持。当然点击

率、跟帖都是网络文学与读者互动的一种普通的

阅读形式。互联网技术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群

体：“宅男”、“宅女”，这个新的现代汉语名词，从

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人类进化史上的一种大规模

倒退。线上阅读的特征与“宅”形成共生关系，一

部网络小说动辄几百上千万字，宅男宅女们捏着

鼠标弓着背，眼睛盯着屏幕，每天追着人物情节幽

幽怨怨，自得其乐。网络小说超长篇幅的问题，与

容量小、方便携带的纸质阅读形成矛盾。量与质

是网络写作的二元对立模式，有量才有存在感，量

是网络写作的命根子，催更、打赏都是鼓励量的手

段。毫无疑问，在海量的文字中，人的智思被摊

薄，主体性被稀释。

每一位网络作家都有一个很酷的网名，这种

潜伏、隐姓埋名看起来像是在做“无名英雄”。中

国古代就有这个做法，《诗经》《古诗十九首》的作

者无从考证，《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是谁，至今

还是个谜。历史上有些优秀文学作品是永远找不

到作者了。但是，网名却只是一个外在的形式，是

代号，有点像过去农村里的人给孩子取个贱名，狗

蛋、二丫之类的，狗蛋、二丫出名后还是要恢复到

户口簿上的王富贵和刘桂香，不会有分裂感。网

络作家富豪榜是网络写作者最大的动力源，衣锦

还乡，荣归故里，在庞大的网络写作人群里，贫富

分化严重，只有不到一成的人能靠写作养活自己，

上富豪榜那是万里挑一。超强的体力劳动，永无

止境的更新，写手往往与他炫酷的网名一同累倒

在工作岗位上，消失在虚拟世界，再也让人记不起

来，这件事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

不管是哪种形式的写作，毫无疑问，它都是一

种智思行为。传统的写作，读者愿意忍受长长的

铺垫，还时不时回头品味作家的用心，在春秋笔

法、草蛇灰线中发现一些隐藏很深的微言大义。

经典被反复阅读，不断阐释，能够解释人的基本情

感、整体经验，网络文学要想成为经典，代代传诵，

需要有符合人性的、有生命体验的、真诚的写作。

需要有人味，接地气的写作。这种主体性完整性，

目前，网络写作是很难实现的。网络作家的年轻

化透出题材和生活阅历单薄的问题，除了写玄幻、

官场、军事、都市、言情、青春校园，还能写别的

吗？当然，写玄幻，也可以把爱、希望、勇气、拯救

等价值观和正确导向植入神话题材之中。但是，

缺少生活经验和知识积累，难有创新和突破，加上

商业手段的催逼，这样写下去难免题材类似、桥段

重复，网络文学已经出现严重的同质化现象。等

到有生活阅历后，青春不再，网络写作属高强度

劳动，体力承受不起。那些一开始就追求品质，重

视文学性，走传统路子的作者，会因为经济、体力

等各种原因退出网络。这样一来，网络始终留不

住有实力的作家。

一个作家，写着写着，会不满足现状，要追求

卓越。有力量的作品是作家深刻地用情、用心的

结果，需要沉淀和笨重的操作，网络写作单纯的速

度意识会与这种要求形成对抗。现实对艺术家很

苛刻，智力资源是活性的、变动不居的，需要时时

刻刻补充能量，积累库存，有节制的运用。很多问

题摆在面前，网络文学要想走得更远更好，还有很

多事要做。

孔子诗学思想的核心命题就是“诗可以兴”。

孔子提倡的儒家学说是以“仁学”为核心

的。孔子认为通过诗歌修习，君子们的仁心可

以得到感发。孔子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礼崩乐

坏的时代，在孔子看来，礼崩乐坏只是一个严

酷的历史表象，问题的核心还是“仁人之心”的

丧失。只有仁心存在，才能解决礼乐的问题。

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如乐何？”所谓

“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君子、仁人应该具

有的十大品格，首先是“仁”。“兴于诗，立于礼，

成于乐”，是孔子开出的救世良药。

孔子删诗、编诗并形成专门的诗歌修习

教材，在这个过程中，他有一个伟大的发

现，那就是他选出来的这些作品的作者都是

内心极其善良的人，他们的诗歌歌颂真善

美，鞭挞假丑恶。孔子在《关雎》一诗发现

了一种理想的婚恋模式，就是君子对淑女的

热烈倾慕和追求，淑女配君子，君子配淑

女，天经地义，所以他把这首诗置顶，成了

感发青年志意的第一首诗。始乱终弃是孔子

所反对的，《氓》一诗是孔子用来做反面教材

的。孔子也痛恨苛政、暴政，所以他将《硕

鼠》《伐檀》等编进教材。《诗经》中的很多

诗歌都是批判现实的诗歌。

孔子知道，要做一个善良的人，其实不难，

所谓“人之初，性本善”，但仅仅做一个善良的

人还不够，还得做一个勇敢的人。因为一个善

良而懦弱的人往往无法抗拒强权的威势。因

此，真正的仁者必须同时是一位勇者，所谓勇

者就是要不畏强权、敢于与强权抗争的人，这

样的人用胡风的话来说就是既是诗人也是战

士，“诗人和战士原来是一个神的两个化身。”

清代学者、大儒王夫子将诗歌作者称为“能兴

者”，在他的《俟解》一书中这样说：“能兴者谓

之豪杰。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拖踏委顺，

当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终日劳而不能度

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数米计薪，日益挫其

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

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惟

不兴故也。圣人以《诗》教以荡涤其浊心，震其

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救人道

于乱世之大权也。”

仅仅将孔子诗学思想的核心命题即“诗可

以兴”理解为“审美优先性”是不够的。自然，

“诗可以兴”这个命题包含着“审美优先性”。

叶嘉莹在她的《境界说与传统诗说之关系》一

文就是将“诗可以兴”理解为“兴发感动”的审

美活动的，她说：“兴发感动之作用，实为诗歌

之基本生命力。至于诗人之心理、直觉、意识、

联想等，则均可视为心与物产生感发作用时，

足以影响诗人之感受的种种因素；而字质、结

构、意象、张力等，则均可视为将此种感受予以

表达时，足以影响诗歌表达之效果的种种因

素。”叶嘉莹还在《不可貌求的感发生命》中说：

“一般说来，凡是真正具有感发之生命，而且在

感发之本质上具有真正优美之品质的作品，便

都有着足以引发读者心灵中某种美好之意念

及联想的力量。……凡是具有真正感发之生

命，而且在感发之本质上具有美好之品质的诗

歌，一般来说，都应该有着对读者可以激励感

发起来一种正面伦理价值的力量。”叶嘉莹甚

至举出革命烈士张志新受到东坡词感发的例

子，可见儒家诗教激发出来的那种“杀身成

仁”、“舍身取义”的剧烈的抗争有何等强烈的

“正面伦理价值的力量”了。吟唱着“秋风秋雨

愁煞人”的秋瑾的“杀身成仁”壮举大约也受过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等壮烈诗

词的感发。

《诗》“可以兴”，这个“兴”字，何晏《论语集

解》引孔安国《注》云：“引譬连类。”皇侃《论语

义疏》引江熙云：“览古人之志，可起发其志

也。”所谓古人之志，就是要做一个仁者和勇

者。胡风在他的《关于人与诗，关于第二义的

诗人》中说：“有志于做一个诗人者须得同时有

志于做一个真正的人 。无愧于是一个人的

人，才有可能在人字上面加一个诗字。”胡风说

的“一个真正的人”同孔子提倡的仁者和勇者

的内涵和外延何其一致，都是那种愿意为人类

的自由幸福抗争的人。

当代大儒马一浮在《复性书院讲录》中对

“兴”的理解是这样的：“人心若无私系，直是活

泼泼地，拨着便转，触着便行，所谓‘感而遂

通’，才闻此，何等俊快，此便是兴。若一有私

系，便如隔十重障，听人言语，木木然不能晓

了，只是心地昧略，绝不会兴起，虽圣人亦无如

之何。须是如迷忽觉，如梦忽醒，如仆者之起，

如病者之苏，方是兴也。兴便有仁的意思，是

天理发动处，其机不容已。诗教从此流出，即

仁心从此显现。”兴，就是仁，就是不自私，不自

私的人的心才可能兴，而兴才能天理发动，才

能活泼泼地，拨着便转，触着便行，才能“感而

遂通”。

“诗可以兴”这个诗学命题有着一种可贵

的普遍性。世界各民族的历史上都有“杀身成

仁”、“舍身取义”的仁者和勇者，他们都是能够

感发生命的“能兴者”。

孔子诗学思想的核心命题
□邹林芳 钱志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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