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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正题之前，我想首先应该说明什么是目的？什么是意义？简单地说，目的是

人类的文化实践所要达到的目标或终点，是人在活动之前意识预料到的、思想上预先设

计的活动结果，是人们文化实践活动在观念上的内在动机。而意义，在广义上指的是人

的实践活动的作用和价值。 
我认为，古典文学研究的目的有三个层次，这就是：第一，客观认知；第二，审美

阐释；第三，评价思辨。客观认知要回答的是“什么”（What），审美阐释要回答的是“怎
么样”（How），而评价思辨要回答的则是“为什么”（Why），它们分别属于人类认识的
知性、感性、理性三个层次。 
那么，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客观认知、审美阐释和评价思辩三者究竟有着什么样的

内涵和特色呢？我们不妨以生活中的苹果为例，稍加说明。 
每一个苹果都有不同的形、色、香、味，依据不同的方面，或者综合这四个方面，

我们可以对它作定性研究，分别指出它在形、色、香、味四个方面的特点。我们还可以

进一步考察：这一个苹果是什么品种？它摘自何处？摘自何时？怎么被摘下来的？又怎

么被运出来、卖出来的？就这些方面，我们可以对苹果作定位研究。定性和定位，这就

是对单个的苹果这一研究对象的客观认知，这是研究的第一个层次。 
那么，当你看到这个苹果时，它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审美联想呢？从苹果的形状和颜

色，你可以联想到娃娃的脸，说“她长着一副苹果脸”，或者说“她的脸红得像苹果一

样”。从苹果的香气，你可以联想到一股幽淡的清香，说“远处飘来苹果似的香味”。从

苹果的滋味，你可以联想到一种甜美的滋味，说“生活像苹果一样甜美”。这是一种审

美的联想——由于苹果是美好的食品，所以总是联想到美好的事物；这是是一种审美的

超越——超越了苹果这一客观事物、客观实体，从人与苹果的关系中寻求比喻和象征；

当然这也是一种审美的愉悦——从种种比喻和象征中获得知识的满足和智慧的发现。这

种审美阐释，是研究的第二个层次。 
不过你还可以进一步追问和思考：这一个或这一品种的苹果有什么特殊的用途？有

什么特殊的价值？这一个或这一品种的苹果同其他些个的苹果或其他品种的苹果相比

较，有什么异同？它在苹果发展史上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如此等等。当你在对这

一个或这一品种的苹果进行评价阐释的同时，便是在探讨这一个或这一品种的苹果的意

义了。这是研究的第三个层次。 
为了更具体地说明客观认知、审美阐释和评价思辨三者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各自不同

的特征，我在这里举一首诗歌的研究作为简单的例证。 
杜甫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歌——《望岳》，诗写道：“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

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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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客观认知的层次，我们可以考察：这首诗的作者是不是杜甫？如果是，那么，

这首诗是杜甫什么时候写的？这首诗在文体上，是古诗还是近体？我们还可以仔细地查

证诗中的每一个字词，它字面、字底的意思是什么？有没有出处？当然，在古典文学研

究中，并不是所有的客观认知都是有意义的。例如，有人写文章，专门研究杜甫这首诗

是在什么地方写的，杜甫是否登过泰山？如果登过的话，他是站在山顶上，山中腰，还

是在山脚下写的这首诗？其实这是无意义的考证，因为中国古代诗人写景物的诗歌，并

不是都非得要亲临其境，亲见其物的。《红楼梦》小说里贾宝玉等人结诗社，咏海棠，

不是连海棠都还没看到，就开始面壁写诗了吗？而且，这首诗的诗题明明说的是《望岳》，

既然是“望”，就更不必“身在此山中”了。因此，打算“客观认知”杜甫这首诗是在

什么地方写的，这本身就不是个真正意义上的“问题”，因此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

为了达到客观认知的目的，需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 
其次从审美阐释的层次来看，我们可以考察这首诗的结构、意象、音律等等，对这

些方面进行细致的诠释。在结构上，这首诗明显表现出从景到情的结构走向：前四句写

景，以泰山为审美客体；五、六句，“荡胸”、“决眦”引出审美主体，形成主、客交融；

末二句，直接抒写主体的情感襟怀。这种从景到情的结构走向，显然具有一种提升主体

精神的审美效果。在意象上，如这首诗的开头，诗人为什么不说“泰山”而说“岱宗”？

原来“岱宗”二字，可以赋予全诗以独特的神圣感，给人一种“认祖归宗”式的审美感

受；同时，也就赋予全诗以独特的文化底蕴，使人们联想到在中国历史上东岳祭天对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此外，“造化”、“阴阳”、“层云”、“归鸟”、“绝

顶”、“众山”等意象，也都各有各的独特的审美意蕴，可以分别作细致的阐释。在音律

上，全诗用的是仄韵，首句“岱宗夫如何”五字，一仄四平，结句“一览众山小”五字，

一平四仄，全诗音调由轻扬到着实，这些都给人们带来一种沉重、庄严的感觉，与全诗

的神圣感是互相谐和的。 
再从评价思辨的层次来看，我们可以探讨这首诗中风景之美与性情之美之间的因缘

生发关系，以及这种因缘生发关系对杜甫诗歌创作的深远影响；可以考辨这首诗所表达

的诗人青年时代的胸襟抱负，以及这种胸襟抱负对诗人人格构成的独特意义；可以思考

这首诗与其他咏泰山的诗歌的异同，从而评价这首诗在历代咏泰山诗中特殊的意义和价

值，如此等等。 
从以上两个例子我们不难看出，客观认知、审美阐释和评价思辨，既是古典文学研

究的横向三层次，也是古典文学研究的纵向三环节。当人们面对一个古典文学研究对象

时，往往依循着从客观认知到审美阐释再到评价思辨三个层次，依次递进，进行研究，

构成研究的有机链条。从纵向看，客观认知是研究的前提基础，审美阐释是研究的中间

环节，而评价思辨则是研究的目标意义。在三者中，审美阐释是中介，这最能体现文学

研究与历史研究、哲学研究的不同性质。可以说，非文学性的客观认知是历史研究的目

的，非文学性的评价思辨是哲学研究的目的；只有熔铸着审美阐释的客观认知和评价思

辨，才是真正的文学研究。同时，不以客观认知为前提基础的审美阐释，将沦为“天方

夜谈”；不以评价思辨为目标意义的审美阐释，将沦为“痴人说梦”。这两种取向都是不

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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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古典文学研究的目的有着什么样的指向性呢？也就是说，古典文学研究作为

人类的一种文化实践活动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和价值呢？我认为，古典文学研究的意义可

以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分别界定。 
以时间而言，古典文学研究的意义具有历史性、当代性和永恒性，它们分别指向过

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时间的维度。 
古典文学研究的对象本身，便决定了它是一种历史性的研究，因为它研究的是历史

现象。任何历史现象都有着自身的存在历史和存在方式，古典文学研究便旨在考察古代

各种文学现象的存在历史和存在方式。所以古典文学研究者总是在进行着一种探究历史

事实、恢复历史原貌的工作，或者说，总是极力在探究历史事实，恢复历史原貌。尽管

历史事实、历史原貌是永远不可以完全复原重现的，就像我现在在这儿讲演，每一位记

录者记下的文字肯定都多多少少各不相同；即使有录音，可以完全录下我所说的话，但

也无法录下我的神态动作；即使有录像，连说话带神态动作都录下来了，但也无法录下

我的心理活动——我这么说时想些什么？我为什么这么说？那么，怎么才算是真实地重

现历史事实、历史原貌呢？所以，人们仅仅是在尽可能地探究历史事实，尽可能地接近

历史原貌。也许正因为历史事实、历史原貌永远不可能完全真实地重现，人们对历史的

研究才能一直持续下去，永远不会终结。 
从另一方面来看，古典文学研究者的主体特征则决定了古典文学研究是一种当代性

的研究，因为古典文学研究归根到底是一种当代人在当代语境中用当代思维方式所进行

的历史研究。所以，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为了实现当代性的意义，古典

文学研究实际上是将历史上的文学现象作为一种现实存在来看待，作为当代人所继承和

发扬的一种精神文化传统来研究。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以当代意识烛照历史上的文学现

象，或者反过来说，是将历史上的文学现象纳入当代人的思维视野中进行认知、审美和

评价。而古典文学研究的根本作用，则是借助于对历史上的文学现象的研究，来认识当

代人的生存状态，满足当代人的精神需求，丰富当代人的审美生活，发展当代人的文学

理论，简言之，就是“古为今用”。总之，就当代性而言，古典文学研究的基本归趋是

从解析历史上的文学现象入手，从一个方面积累人类思想，传承文化传统，建设精神文

明。 
除了历史性和当代性以外，古典文学研究还有一种指向未来的永恒性的意义。古典

文学研究的成果，作为一种文化积累，有时并不是旨在复原历史事实、历史原貌，也不

是想要满足当代需求、当代生活，而是为人类文明的传承积蓄有益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资

源。人类文明的传承，包括知识的积累和智慧的启示，古典文学研究可以也应该在这两

方面都做出自身的贡献。 
以空间而言，古典文学研究的意义具有社会性、学术性、个人性，它们分别指向社

会文化、学术领域和个人精神三个广狭不同的空间。 
古典文学研究的社会性，实际上说的是古典文学研究的意识形态特性。任何学术活

动都不可能脱离现实生活，也不可能摆脱现实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渗透。在这一意义上，

古典文学研究实际上是以历史上的文学现象为对象，进行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制约下的独

特的学术操作。古典文学研究活动和研究成果的价值和意义的衡量标准之一，无疑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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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古典文学研究的需求程度以及古典文学研究对社会需求的满足程度。换句话说，如

果社会不需要古典文学研究，那么古典文学研究便没有存在的价值了；社会对古典文学

研究的需求越大，古典文学研究的社会价值便越高。所以，古典文学研究者理应面向社

会现实，关心社会现实，以社会现实的需求来调整自身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成

果，从而获取最高的社会价值，实现最大的社会意义。我们不能因为古典文学研究已经

失去往日曾经有过的辉煌，就埋怨现实社会冷落了古典文学研究。我们应该更多地扪心

自问：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为现实社会做了些什么？我们是否积极主动地去关心社会、

关心现实了呢？我始终觉得古典文学研究者应该有一种博大的人文关怀精神。抛弃现实

社会的学术研究，现实社会必然抛弃它。 
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性，指的是古典文学研究在学术研究领域中的自身定位和自我

实现。从纯学术的角度看，古典文学研究更像是一种象牙塔里的学问，它的意义的一个

方面无疑是学术的探究和学术的积累。因此，如何为学术探究和学术积累不断提供新的

东西，如何严守学术规范和学术秩序，便成为追求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学术作用

的重要任务。 
而古典文学研究的个人性，则指的是古典文学研究作为个人的精神活动的特征。个

人精神活动的价值，可以单纯取决于个人的兴趣、爱好、感受、意愿等等的选择和偏向，

一方面拒斥现实社会的染指，一方面也拒斥学术规范的介入。在这里，衡量古典文学研

究价值的标准，已不是外在的社会需求和学术规范，而是内在的个人意愿和个人选择。

个人精神活动的空间，从外在的角度看也许是极其狭小的，但是从内在的角度看也许比

社会空间、学术空间要远为广袤，远为深邃。 
将时间和空间两重维度相交织，我们可以得出古典文学研究意义的九种模式，历史

社会性、历史学术性、历史个人性、当代社会性、当代学术性、当代个人性、永恒社会

性、永恒学术性、永恒个人性。其中，历史社会性、历史个人性、永恒个人性三者是无

价值的伪命题，可以删除不计，所以余下的有六种古典文学研究的基本意义模式。 
我既肯定和提倡古典文学研究意义的多元性，同时也认为，六种古典文学研究的基

本意义模式之间也有价值高低、意义大小的区别。选择什么样的意义模式，如何实现意

义模式，这里足以体现出古典文学研究者迥然不同的精神境界。在我个人看来，我更倾

向于要求古典文学研究是一种当代社会性和当代学术性的结合，也就是说，立足当代，

追求社会性和学术性的融通。 
 

（根据 1999年 11月 27日在武汉大学人文学院的讲演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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