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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评述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十四届年会

日期：2009-3-24 3:12:00 稿件来源：西北大学文学院 相关会议： 

相关学科：文学,语言学

    由西北大学文学院承办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第14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6月18—21日

在西安召开。来自海内外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大会收到论文70余篇，围绕相关论题，举行

了两场大会报告和多场小组讨论，内容涉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诸多前沿问题。 

    一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特性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有着独特的民族、时代特征。本次年会上，不少学者从民族特征、思维方式等出

发，寻求中国古代文论的某些共性。华东师范大学徐中玉《论对我国古代文论思维特点的一些看法》总

论中国文论的思维特色与研究出路，指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大多数篇幅短小、零散、体杂、多直观经验

之谈，少具体分析，偏实践的理性、综合的体悟，实与中国民族思维特点有关，自有其优势和魅力，不

能以西方文论的标准而片面指责其缺乏理性思考、逻辑性不严密等。当前的任务，就是要求具有广阔学

术视野、综合辨析的创新观念和能力的学者，不要盲从迷信陈说，力求重新认识古代文论精品的本来面

目和实有的成绩。澳门大学郑振伟《中国的诗学——开端和结尾》发现，传统的诗论和文论有很多关于

“开端和结尾”的论述，可供我们探索，认为整合并检视个别诗人的作品，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一个

研究方向。该文以李白为个案，对“谪仙”诗作的开端和结尾作了独到的诠释。华中师范大学高华平

《论中国古典诗学的人学取向》，认为中国文论有别于外国文论的民族特征是鲜明的人学取向和浓厚的

人文情味。四川师范大学李凯、舒畅《〈文心雕龙〉中的作品有机论》认为《文心雕龙》把文学作品比

作人体的构成，指出文学作品自身形成一个如人体一般的有机体。这一比喻显示了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人

学资源。武汉大学李建中《古代文论的叙事传统》提出中国古代文论常采用“叙事”的话语方式，其文

化源头在于史官文化和寓言文化。西南师范大学何锡光《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象形思维”》分析中

国古代文学批评“以象说象”的特点。重庆师范大学杨星映《中西文化的异质性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

批评》认为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具有对客观世界进行辩证统一的直观整体把握的特征，这一方式使得中

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表述随意而散漫，同时又常常熔审美鉴赏与理论发生于一炉，避免了脱离艺术实践、

从抽象概念出发的空疏议论。 

    二 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及文学观念的研究     

    范畴与概念是构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独特体系的支撑点，对于某些范畴概念的研究，有助于更清晰

地了解中国文论的特性。上海社会科学院陈伯海《释“感兴”——中古诗学的生命发动论》就从最根本

的一个范畴“感兴”着眼研究中古诗学的发动，认为“感兴”是中国诗学传统中的一个独特范畴，是诗

歌生命的发动理论。“感兴”说经历了由先秦的“物感”到两汉及其以后“事感”的发展过程。审美感

兴是二度感兴，这一进程主要由“虚静”、“神思”、“兴会”几个环节构成。古代感兴说虽有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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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但相对于西方文艺理论，感兴论从生命体验生成与发动的角度来把握诗歌艺术本身的生命力，应

该是比较合理的尝试。山东师范大学周波《论“隐秀”的美学内涵》从中国哲学和文化精神来解读“龙

学”中的美学范畴“隐秀”，深化了“龙学”的审美范畴的探讨。北京大学卢永   《刘勰与所谓“言

志”、“缘情”二派的对立说》认为，刘勰的主要观点是主张诗歌既要“言志”又要“缘情”。诗歌史

上将“言志”与“缘情”二派对立，乃是今人所为，不合其时批评原貌。国家图书馆詹福瑞《从志思蓄

愤到遣兴娱情——论六朝时期的文学娱情观》认为，关于我国古代诗歌的功用理 论不仅有“言志”说和

“缘情”说，而且也广泛存在着“娱情”观。这种观念自古就有，至六朝时期成为一种时代潮流，可惜

我们由于旧的理念，一直忽视了这种观念对中国文学理论和创作的影响。福州大学林怡《性灵说新论》

认为南北朝诗人庾信的“性灵说”是中国个体诗学与“文的自觉”的成熟标志。浙江大学孙敏强《“流

光其声”:庄子审美理想的诗意表述》认为庄子标举的“流光其声”的境界，既是他意想中完美的宇宙人

生的表征，也是他对未来整个美学时代诗意的期盼和预言。西北大学袁峰《从语词的“心生”到文论的

性情——由字源符号谈起》从字源学探讨文论中“性情”这一概念的根本意义。认为性情由语根

“生”、“青”、“心”衍生组合而成。由心观生、青，“生”符提携了生命的才情，“青”符突现青

春的魅力:由心青组合成的情不同于由心生组合成的性。生命精神的文化永恒地在有关于“生”的物性和

有关于“心”的性情所交织的网状结构上波动。青岛大学张树国《金声玉振———儒家乐论的来源和流

变》指出，先秦儒家乐论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孔子、子夏、思孟学派、《礼记·乐记》逐渐影响和促成

了儒家乐论思想。嘉兴学院李瑞明《三元和三关——陈衍和沈曾植的诗学离合》认为，陈衍的“三元”

说与沈曾植的“三关”说虽有相通之处，但在具体诗学途径和理念上却有明显的差异。 

    三 社会文化、时代风气与古代文论 

    从社会文化、文学创作的角度探讨文学理论，将文化与文学、创作与理论结合起来，是这次年会论

文的一大特色。澳门大学邓国光《唐史论唐文——韩愈的升贬与文章图谱的塑造》认为，《旧唐书》编

撰处晚唐崇尚白居易骈体的风气之中，它置白居易于中心，以柳宗元、刘禹锡压抑韩愈，设计一套贬韩

的文章图谱;《新唐书》处于张扬士人时代精神的北宋时期，它置柳宗元于韩门之中，降贬白居易的骈

文，使其不复为核心人物。因而，两《唐书》的文学叙述，具体表现于韩、白地位的互换，整套唐代文

学图谱随之而更易。北京师范大学李壮鹰《儒学的转型和文学的解构——论韩愈的思想和创作》认为，

“安史之乱”是唐代社会文化、思潮、士人心态的一大转捩点，韩愈在这一背景之下，对前人的儒家思

想和文学观念创作进行了两方面的解构。南开大学陈洪《论清初“孤愤兴寄”的文坛主潮》从多方面、

多角度描述清初三十馀年间文坛上存在的“孤愤兴寄”思潮，并分析形成此种思潮的特定社会原因。上

海大学张寅彭《清代诗文批评概说》描述了清代诗文批评著作所具有的一些特征，归纳出“重史”、

“乡邑”情结和“主学”性质。广东民族学院阮国华《文学的社会参与不能违背其自身规律——李梦阳

文学思想反思》从明代文论家李梦阳文学思想的反思中发现，文学参与社会不能违背其自身发展的规

律，否则，就会制约文学自身。西北大学祝菊贤《先秦儒家审美教育思想研究（节选）》认为，先秦儒

家审美快乐有丰富的内涵:审美快乐是艺术的重要目的，审美快乐包括情感抒写与共鸣，最高的“乐”是

至乐无声、美善相乐。四川师范大学李天道《古代巫文化与中国文论》就巫文化有关的某些精神原点对

中国文论“神道设教”、“文以载道”等思想的影响进行探究和考察。西安文理学院张进《论朱熹尚

“雄健”的审美观》认为朱熹评述诗文时强调雄健有力和平淡雍容的辩证统一，这一审美观与他的学术

思想、政治抱负以及个性、创作密切相关。 

    四 古代文论与佛教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和成熟与佛教的关系异常密切。近些年来，古代文论与佛教的关系逐渐受

到了学者们的高度重视。本次年会，出现了从佛教角度研究古代文论的一批论文。复旦大学张兵《〈人

间词〉和〈人间词话〉——再论王国维的〈人间词〉和佛教的关系》认为王国维的《人间词》是他的

《人间词话》美学理论之核心内容“境界”说在艺术创作中的成功实践;在“境界”说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中，佛教思想对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浙江大学张节末《纯粹看和纯粹听——论王维山水小诗的意境美

学及其禅学、诗学史背景》认为王维深受佛教的熏染，提出“色即是境”的命题，为意境的诞生创造了

条件;他的山水小诗中意象深化为纯粹现象;从诗歌史角度来看，王维继承超越了陶、谢，转到了纯粹直

观的美学立场上。西北大学普慧 （张弘）《略论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的佛教神学思想》认为，刘勰一

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神学信仰者。他自觉恪守戒律，协助僧佑整理佛教经论，撰写佛学论文《灭惑

论》，积极参与齐末佛、道之争，坚决捍卫佛教地位。其《文心雕龙》虽是一部文章学论著，但因浸透

着佛教神学的思维框架，故而思维开阔，条理清晰，颇合艺术思维之要求。武汉大学高文强《论永明士

人对尚俗审美观之接受与佛教的关系》认为，士庶关系的嬗变对永明士人审美心态的转变有直接的影

响，这一转变过程中佛教发挥了重要作用。暨南大学张海沙、华南师大马茂军《宋诗理趣与〈维摩诘

 



经〉》认为宋诗中的理趣倾向受到《维摩诘经》的启迪，宋人常自喻为“老病维摩”，称其居室为“维

摩方丈”，都能看到《维摩诘经》的影子。香港浸会大学刘楚华《小说、述梦与时间》考察晋唐梦幻小

说，认为六朝涌入的印度故事为中国本土新兴的叙述体提供了大量养分;中国文人小说源自史传叙述，小

说创作中经常扬去文化上不相容的观念，汲取可相容的印度技法，创作出具有本土特色的梦幻故事。台

湾政治大学丁敏《汉译佛典四阿含中神通故事的叙事分析:以叙事者、叙事角度、受叙者为主》，认为

《阿含经》中神通故事，存在着三种表现类型。由“如是我闻”阿难这个程序化的叙述接受者，以及在

场聆听的诸比丘，作为程序化的叙述接受者，组成四《阿含经》文本程序化叙述的框架，保证了佛经神

通故事得以顺利进行的叙述格局。 

    五 古代文论的当代诠释、转化与发展     

    面对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论的原有概念、范畴、体系的冲击，如何看待中国古代文论的地位、出

路、研究方法，是近些年文论界关注的热点。华东师范大学胡晓明《中国文论的正名——近年中国文学

理论研究的“去西方化'思潮》认为，近年来中国文论研究中出现了“正名”和“去西方化”的思潮，其

学术取向有三类;求用、求实和二者兼而有之。这种思潮并不仅仅是学院里的形式主义花样和知识时尚，

而是既有着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又有文化思想的大背景，是中国文论在新情境中的真实际遇和发展机

遇。四川大学曹顺庆《文学理论的“他国化”和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认为诊治中国文论“失语症”和重

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出路在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因此要融合中西，利用文化发展“他国化”

的规律，实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以中国文化为主，来“化西方”，而不是让西方“化中国”。暨

南大学蒋述卓《多维视野中的古代文论现代转化》肯定“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命题的科学性，倡

导从多个视野出发，继续深化这一命题的讨论。 

    对于古代文论的出路，不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讨论，而是要付诸行为实践，通过个案的现代诠

释、转化，逐渐扩展到整体，最终重建中国文学理论的话语体系。西北大学时晓丽《艺术与人生——庄

子审美化的艺术观》认为庄子否定世俗享乐和儒家礼乐的艺术观，赞成巧夺天工的自然之美，但并不绝

对反对人为美的创作力。庄子的艺术观有着特定的内涵，它产生于人文精神失落和重建的历史时期，对

于当代的人文反思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国海洋大学牛明月《因情立体、以象兴境——中国文论的话语

系统刍议》在分析“艺境”的结构系统及其在中西文论对话中的地位基础之上，提出重建中国文论体系

的方案。苏州大学侯敏《现代新儒学与中国古代诗学范畴》认为新儒家对中国传统诗学范畴进行了创造

性的转换。他们善于把握中国古代哲学和诗学的精髓，汲取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范畴和美学观念。新儒

家转换中国传统诗学的独特程式、路径，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六 古代文论的文献学和文体学研究 除了重视对文论著作的理论阐释外，运用文献学的方法对理论

批评著述进行耙梳、考辨、甄别是本次年会呈现的一个特点。南京大学孙蓉蓉的《〈诗纬〉考论》，认

为《诗纬》与《齐诗》在理论上有着深层的渊源关系;《诗纬》的“四始”、“五际”、“六情”等观念

在于揭示周王朝兴盛衰亡的历史发展过程;其中的诗论，对汉魏六朝诗论也有一定影响。武汉大学张思齐

《郭店竹简〈性自命出〉 的先秦诗学发生论》认为中国诗学发生论有两个源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

黄河流域的诗学起着开创、主导和范型中国诗学的作用，长江流域的诗学起着补充、丰富和发展中国诗

学的作用。郭店竹简《性自命出》对于全面认识先秦诗学发生论有着重要作用。苏州大学王英志《〈诗

学全书〉非袁枚作考》对清代诗学论著进行辨伪、甄别。复旦大学周兴陆《梁章钜〈读王渔洋诗随笔〉

考释》考察了《读王渔洋诗随笔》的系年、体例等问题。中山大学彭玉平《陈廷焯〈骚坛精选录〉（残

本）初探——兼论其诗学与词学之关系》从《骚坛精选录》残存的部分选诗及评点，追溯陈廷焯诗学渊

源，归纳演绎出其诗学理论体系特征。西北大学博士生刘林魁《萧纲对“文选”派的批评》考证萧纲在

《与湘东王书》中批评“京师文体”，实际上就是萧统文学集团即“文选”派的遗风。 

    古代文论的文体学研究近年来十分活跃，在古代文论研究中一向被忽视的赋体和赋学批评此次受到

了几位青年学者的青睐。中国海洋大学冷卫国《东晋赋学批评的分期及时代特征》，认为东晋赋学批评

的理论形态展现出儒学与玄学杂糅并存的色彩，强调赋的陶写性灵，重视赋的声韵和谐是东晋赋学批评

的新特点。武汉大学曹建国《谶纬与汉代的赋学批评》认为，谶纬促进了汉代赋学批评从司马相如的本

体论到扬雄、班固的功能论的演进。山东大学刘培《论理学思潮对北宋中期辞赋的影响》从观念的渗透

和思维方式的浸渍两个方面，探讨了理学教义和传道明心对辞赋的深刻影响，前者体现在理学类推、遍

观的修养方式，后者展现于以物观物的体物方法。 

    本次年会学术研讨结束后，与会代表考察了作为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的陕西历史文化，特别是对周

秦汉唐文化遗址的身之所历、目之所见，使代表们深深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曾经拥有过的辉煌，更增



强了发掘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瑰宝、使之为现代文明服务的信心。 

 

相关会议新闻

· 东北师范大学“净月名家论坛”举行首场报告 [2007-4-16 9:18:00] 

· “2007中日理论语言学研究国际论坛”在北大举行 [2007-10-2 20:45:00] 推荐 

·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九届年会即将在四川外语学院举行 [2007-10-24 19:59:00] 

· 第五届全国语言文字应用学术会议圆满召开 [2007-10-28 15:19:00] 

·
《原创、原典、原生态——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艺》学术研讨会在同济大学召开 [2007-10-28 

15:37:00] 

· 第七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桂林召开 [2007-10-31 15:07:00] 

· 第七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召开 [2007-11-8 20:17:00] 

· 首尔大学－北京大学韩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2007-11-13 22:22:00] 

· 第七届“文学遗产论坛”在湘潭大学召开 [2007-11-21 21:23:00] 

· “陕西新时期文学30年学术研讨会”在陕师大召开 [2007-11-22 13:03:00] 

· 第七届全国彝学学术研讨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2007-12-3 20:07:00] 

· 《儒藏》主编会议暨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深举行 [2007-12-10 19:24:00] 

· 中国认知语言学的国际视野研讨会暨第四届常务理事会在外文学院召开 [2007-12-10 19:29:00] 

· 第六届东亚学者现代中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汕头大学召开 [2007-12-10 19:48:00] 

· 2007年江苏省博士生学术论坛在苏州大学隆重举行 [2007-12-23 22:33:00] 

· 第二届全国阿尔泰语言学术讨论会在内蒙古大学召开 [2007-12-26 18:04:00] 

· “当代中国影视批评现状的批评”学术研讨会召开 [2007-12-28 23:49:00] 

· 惠州学院协办并参加第五届中国宋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7-12-30 20:00:00] 

· 首届“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研讨会在浙大举行 [2007-12-30 21:34:00] 

· “语言研究视野的拓展”国际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 [2008-1-20 21: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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