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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古典文学鉴赏的差异性

钟仕伦 夏述贵

审美鉴赏是伴随一系列生理和心理变化过程的以单向或双向形式进行联络的信息沟通,

而文学鉴赏主要是以单向联络的形式进行。除了在间接交往 (对作品的独立鉴赏)的 同时伴
随着直接交往(与作者或其他鉴赏者的交流)外,文学鉴赏几乎没有什么反馈联系。 “每个
人所领略到的境界都是性格、情趣和经验的返照,而性格、情趣和经验是彼此 不 同的。

’

(朱光潜《诗论》第52页 )氵塞是鉴赏中最为普遍的现象,即鉴赏的个体差异性——仁者见仁,智者 ,

见智。

古代的文艺思想家和鉴赏理论家很早就注意到鉴赏的个体差异性。 《易 》已有
“
仁者见

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
”

的说法(《系辞上》)。 孔子从人杓社会属性与物的自然属性相统

一的角度提出
“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论语、雍也》)的君子比德说。他认为自然事物的某些

审美特征与人的某些精神气质有着一致的地方。在孔子心目中,山 与水简直就是人的化身。

他回答子张
“
仁者何乐于山

”
和子贡 f智者何乐于水

”
的话语虽然主要是指人对自然景物的

审美鉴赏,但其中包含有鉴赏的差异性问题,其精神实质同样适用于文学鉴赏。(孔子答语,

参见《尚书大传》卷六和《说苑·杂言丬这 种 仁者见 仁、智 者见 智 的观 点对 文 学 鉴赏有着

直接的影响。每个人的个性修养不同,性情爱好不同,知识水平与生活环境不同,因此在文

学鉴赏中总是表现出强烈的差异性。正如曹子建所说: “
人各有好尚,兰苣荪蕙之芳,众人所

好,而海眸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茎之发,众人所共乐,而墨翟有非之之论,岂可同哉:” 李

善注: 
“
喻人评文章,爱好不同。

”(见《文选》卷硅2《 与杨德祖书》)曹植认为评赏文学作品而
、
出现

的差异性”原因是人的`好 尚不同。人人都以香花为美,而海角天涯却有愿意与臭夫形影不离

的人。 《咸池 》、 《六茎 》是人们所喜爱的黄帝和颛顼所制的乐舞,但墨子却对 其 进行 攻

击。这是由人的爱好和性情决定了的。而在文学鉴赏中也就不可能不出现差异性。
较为完整地论述鉴赏主体的差异性的理论家是刘勰。首先 ,刘勰提出

“
卫:异为知音

”
的观点

巛文心雕龙·知音>。 他认为鉴赏的魅力和最高境界就在差异性。艺术创造的生命力在于独创,

艺术鉴赏的生命力也在于独创,每个人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他在文学鉴赏中所得到的艺
术真谛和审美快感就是他内在的本质力量的外化,或者说是自我价值

'的
实现。唯有发前人所未

发,从 自己的独特个性出发,方可深入到鉴赏对象的精深微妙之处。
“
夫惟深识鉴奥,必欢然内

·

恽,譬春台之熙众人,乐甑之止过客
”
(《文心雕龙·知音》),这是具有独特鉴赏力的鉴赏主体所

必然会获得的审美愉悦。刘勰
“
见异为知音

”
的观点影响非常深远。宋代陆游进雨提出鉴赏者应

有
“
具眼

”
的看法:“万卷虽多当具眼,一言惟怨可铭膺。

”
(《 剑南诗稿》。《冬夜对书卷有感》)所 谓

“
具眼

”
,明代的李东阳认为是鉴赏者独自高明的鉴别力CKK见

J环
:蓰掌诗话》)。 清 代 的 叶燮说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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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 “
夫人以著作自命,将进退古人,次第前哲,必具有只眼,而后泰然有自居之地。

°

《原诗 ·内篇》下)“具眼
”

、 “
只眼

”
都说明鉴赏贵在独创p贵在

“
见异

”
。也就是说,贵在

发掘出鉴赏对象独特的审美意蕴和审美特征,从 而给社会提供独立的信息,而有价值的信息

或能成为整个社会总信息量泓I一部份的信息必须是独立的信息。因为
“
只有独立的信息才能近

似地相加。
”(《 人当作人来使用》,见 《维纳著作选 》苷1o6页 )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勰的 严见异

为知昔
”

的观点具有超越历史岬意义。         、

其次,刘勰指出了鉴赏差异性的根本原因在于入的〗性格和年龄的差别。
“
凡童少者鉴浅而

志盛,长艾者识坚而气衰。志盛者思锐以胜劳,气衰者气密以伤神,斯实中人之常资,岁时之大

较也。
”
CKK文心雕龙·养气>刘勰认为 ,青年人和老年人由于年龄、气质的不同而在鉴赏识别力上

也必然有所不同。青年入志气旺盛但鉴识短浅 ,老年人能深识鉴奥但却穷易伤于慎密的思考。

也就是说,无论老年入、青年人都存在着差异性。因此 ,当他们面对同一个对象时,总会产生两

种迥然不同的态度。同是一个相同的鉴赏对象,但他们从中得到审美快感却不尽相同。例如对

待《离骚》,“才高者苑其鸿裁 ,中 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言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
”
【KK文心

雕龙·辨骚》才力敏捷的人从 《离骚 》中鉴赏到的是鸿篇巨制,文思巧妙的人林 《离骚 》中

鉴赏到的是遒文丽藻,喜欢诵读的人从 《离骚 》中鉴赏到的是山川风物,耐童蒙少年者仅从

中识得香草美物,却不知 《离骚 》中的香草美物是贤臣明君和哲人志士的喻体。同时,刘勰

还认为人的性格也是造成鉴赏差异性抑原因: “
智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

蕴籍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已则嗟讽,异我则沮弃。
”

CKK文心雕龙·知音》人的性情爱好各有所偏,不可能面面俱到。性格刚毅、慷慨大方的人喜欢

欣赏情感激越的作品;性格内向、涵养深沉的人喜欢鉴莫含蓄细腻的作品;浮巧聪颖的人见

到绮丽之文就欢欣愉悦·爱搜奇问怪的人一听到奇文就惊叹不已。迎合自己口味的作品便爱

不释手,不合自己口味的则舍弃不顾,如果就文学批评而言,这种作法显然 是 不 可 取的。
“
评者,所以绳理也。

”
CKK刘 l子 ·正赏》文学批评是在欣赏的基础上对作品进行客观的冷静的

分祈。尽管这种批评不可避免地会带上批评者的主体意识,但它本质上规定的是理性色彩,

即是说主要以理服人。批评家的任务就是要将一切好的或坏的作品揭示给社会公众,从 而帮

助文学接受者正确鉴赏接受对象和引导创作者力求创作出优秀的作品、摈弃低劣的作品。但

是,如果就文学鉴赏而言,刘勰所谓的这种种不同的鉴赏态度无 疑 有 着 合理的因素。 “
赏

者,所以辨情也。
”

CKK刘子·正赏》)文学鉴赏主要依据鉴赏者的情感体验来进行,带有浓厚的

个体性。它允许而且应该根据鉴赏者的兴趣爱好对文学作品进行取舍。惟其如此,文 学鉴赏

才有帮在的价值。

清入王夫之也以谢安鉴赏《毛诗》和齐、鲁、韩、毛四家对 《关雎 》的不 同 解 释为例说·

明了鉴赏差异性的逍理: 《姜斋诗话 》卷一 《诗绎 》载: “
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倩

而自待。故 《关睢 》,兴也;康王晏朝,而即为冰鉴。 ‘
讠于谟定命,远猷辰告,’ 现也,谢

安欣赏,增 其遐心。人情之游也无涯,而各以其情遇,斯所 贵 于 有诗。
。

;毛诗序 》认为

《关睢 `是颂扬后妃美德的诗。又说: 
“
《关睢 》乐得淑女以配君子,优 在进贤 ,不 淫其色 ,

哀窈窕 ,思贤广 ,而 疋伤薛之心焉。是 《关睢 》之义也。
”

然而,齐、鲁、韩三宋却以为 《关

雕》是诅剌厝康王政治袁败的诗歌。工夫之引这件事是想说明诗的美剌功能是随着鉴赏者的不

同而产主不 同 F;li卞 fi。
Ⅱ
i于谟定命 ,远猷辰告

”
是 《诗·大雅。抑 -屮 钔第二章。诗的意思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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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应该怎样治理国家。从诗中可以鉴察到政治得失:而东晋名相谢安特别喜欢这两句∴

认为它
“
偏有雅人深致”,并以此区别手谢玄所认为的《毛诗》中的最佳诗句

“
昔我往矣,

柳扬依依 ,今我来思,雨 雪霏霏。
”

CKK世 说新语·文学》主夫之引谢安这件事,试图说明鉴赏

者在进行鉴赏时可以
“
各以其情而自得

”
的。王夫之在这里揭示的文学鉴赏中的客观规律十分

深刻。
“
各以其情雨自得

”
与西彭所谓

“
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

”
有着相似之处。同是一

个哈姆莱特,歌德认为他是一个没有行动力量,不能担负伟大重任 的王 子(参见《维廉·麦斯

特的学习时代》中关于哈姆莱特的分析 (1795));赫 士列特认为,他 “
不是一个以意志办量、甚至

感情力量为特点的人物 ,而是以思想与感情的细致为特点
”

的人物 ,“他是哲学冥想者之王
”

CKK莎士比亚戏剧人物论》(181z,)伏尔泰认为 ,他是一个
“
令人厌恶

”
的人物 ,《 哈姆菜特 》

“
是

个既粗俗又野蛮的剧本,它甚至不会得到法国和意大利最卑微的贱民的支持
”

(参见《塞米拉米

斯《序 (1748〕 );另刂林斯基认为'他
一个

“
精力充沛,灵魂伟大

”, “
在软弱时也是伟大而强有

力 的
”

人 物 (参见《莎士比亚的剧本〈哈姆莱特〉Γ一莫恰洛夫扮演哈姆莱特的角色》(1838〕
)。 然而,

在当代逻辑实证主义赖欣 巴哈眼中,哈姆莱特则是一位思维慎密、严格按照逻辑推理来行动的

哲 学 家 CKK参见学哲学的兴起》)。 同是一位屈原,司马迁和班 固 的评 价截然相反。司马迁
“
读

《离骚 》、 《招魂 》、 《衷郢 》,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 不 流 涕,想 见

其为人。
”

他认为屈原的 《离骚 》∶ “
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
【KK史记·属原贾生列传》)但班固

炯以为屈原
“
露才扬己

”
,其《离骚》所言

“
皆非法度之政 ,经义所载,谓之兼 《诗 》风、雅而

与日月争光,过矣 !∵ (《离骚序》)两个都是伟大的史学家 ,生活的时代也很接近,然而在鉴赏

同一个对象时却产生了这样大的差距。同∵个李白,在欧阳修、王安石1黄庭坚三人的心目中

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欧阳修喜爱李白的诗,对之推崇备致,认为即使象
“
清风朗月不用

-钱买,玉 山自倒非人推
”
Ⅱ-类 的句子,也只是李白诗中的

“
浅浅者

”;黄山谷认为李白诗

简直可以同汊魏乐府媲美;王安石则认为
“
白诗多说妇人 ,识见污下。

”(张戒《岁寒堂诗话》。

欧阳修、王安石和黄莛坚三者都是北宋大文豪,但在鉴赏中却表现出鲜明的个体 差 异性。他

仉对李诗的赏别,显然与歌德等人对哈姆莱特和班、马对屈原的看法一样,是他们
“
各以其

情而自得
”

的结果。
“
各以其情而自得〃指的是不同鉴赏主体对同一鉴贲对象所产生的差异性。在同ˉ鉴赏主

体身上也会因时间、地点、心情的不同而对同∵对象产生不同的看法。同是一首诗或-部小说 ,

少年时代读它和青年、中年、老年时代读它 ,主体所获得的感受不一样 ;有时甚至今天鉴赏到的

东西和明天鉴赏到的东西也不一样。这是什么原因呢?荀子把其中的道理讲了出来 :△b忧恐则

口衔刍豢而不知其味,耳听钟鼓而不知其声 ,目 视黼黻而不知其状,轻暖平簟而体不知其安。故

享万物之美而不能嫌也 ,假而得闻而嫌之 ,则不能离也。故享万物之美而盛忧。
” (《荀子、正名》

这就是说,人在忧惧焦虑的时候是不可能品尝到佳肴美味的,也不会欣赏到悦人耳目的音乐。

换句话说,审美鉴赏需要一定的审美心态。心态不佳,难以从作品 中 获得审 美 快感。《吕

氏春秋 》进而提出
“
适乐

”
的观点,将荀子的看法作了发挥:“耳之情欲声 ,心不乐 ,五 音 在 前

不听。目之情欲色,心弗乐,五 色 在 前 不视。鼻之情欲香,心弗乐,芳香在前而不嗅。口

之情欲滋味,心弗乐 ,五味在前弗食。欲之者,耳、目、鼻、口也。乐 之弗 乐 者,心也。心

必平和然后乐:心必乐:然后耳:目 、∴鼻、口有所欲之。∶故乐之务 于 和 心,和 心 在 于 行

适。
”(《 适乐》)人有各种感觉上的生理欲求,这是必然的,不可更易的天生欲望。但人之所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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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j正在于这些生理欲求是受制于

^的
心理欲求的。包 含 文 学 鉴赏在内的审美鉴赏虽然由

人的生理欲求和心理欲求两部份组成,但生理欲求仅仅是次要的部份,起主导作用的是入的

心理欲求Θ当人的心态下同,对 同一对象所得到的美感就不同。只有平和的心态才会得到美的

享受。这即是 《适乐 》的主要观点。 《荀子 》和 《吕氏春秋 》的这种观点实质上已按触些文

学鉴赏中审美心理机制的问题,为 尔后的文学鉴赏理论拓开了一片新的领域。他们的这些论述

与马克思所说的
“
焦虑不堪的穷入甚至对最美的景色也没有感觉

”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一卷

第905页 ),在 理 论上有某种相似之处。当然,马克思主要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剖析审美

心理的,这是 《苟子 》和 《吕氏春秋 》所无法敖到的。

承认文学鉴赏的差异性标志着古代文学鉴赏理论的成熟,它表明,随着文学的自觉和独

立的时代的到来,人 们不但对文学艺术的内部规律和创作规律有所认识,而且对文学鉴赏的

特殊规津也有所掌握¤如果说重视音律的和谐、辞藻的绮丽和对仗的工稳标志着义学独立于玄

学、儒学、史学的话,那么肯定文学鉴赏的差异性则说明古代 ∷学鉴赏理论已经走出-般认

识规律而宣告独立:其理论形态也从描述期进入到分析期,从强调文学鉴赏的社会功利性转入

肯定文学鉴赏的审美感受性,从用一般化的伦理道德规范来制约鉴赏主体转变为承认鉴赏主

体的审美个性,这是具有深远影响的转变。这时的文学鉴赏理论不但对鉴赏活动有所影响,而
且对文学创作也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文学创作与文学鉴赏从来就是密不可分的,一定的文

学鉴赏理论和实践会给文学色作带来某种推瑛力,甚至还可以促使新的文学流派的产生。谢

灵运标榜
“
情用赏为美。

”
(《从斤竹涧越岭溪行》)认为,事物的美丑是与我的主观情怀分不开

的,只要能引起我的赞叹和鉴赏的事物就是美的。在这种审美意识的熏染下,刘宋时代的文

士
“
各相慕习 ,原 其 飙 流所始,莫不同祖 《风 》、《骚 》∶徒以赏好异情,故意制相诡。

”

巛衣书·谢灵运传论》)诡者,异也。沈约这两句话概括了文学鉴赏的差异性 与 文 学 创 作的关

系。 “
意制相诡

”
来源于

“
赏好异情

”
ρ这是文学创作中较为普遍的现象。

隋唐之后,文学创作 日益繁荣,各类文学体裁、各种风格流派日渐丰富,文学鉴赏中的

差异性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受到文学理论家和文学创作者以及接受者本人的重视。特别是在

明清时期,由于注重个体道德的社会思潮日占上风,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鉴赏方法一时

戊了文学鉴赏中的通则。金圣叹认为
“
《西厢记 》断断不是淫书,断断是妙文。今后若有人

说是妙文,有人说是淫书,圣叹都不与作理会。文者见之谓之义,淫者见之谓 之 淫 耳。
’

CKK读 第六才子书〈西厢记 )法之二》陈)廷焯也说: 
“
风诗三百,用 意 各 有 所在。仁者见之谓 之

仁,智者见之谓之智,故能感发人之性情。
”

CKK白 雨斋词话》这种重视鉴赏差异性的观点一苴

传承到鲁迅先生那 里。鲁迅先生以《红搂梦》为例详尽地论述了这个问题。(详见《(绎洞花主〉

犭̀引》)

值得指出的是, 
“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
是指鉴赏主体按照自己的审美趣味对文学作品

进行选择和欣赏,从雨满足自已精神世界的高层次需要。这与任意断章取义的作法有着根本

的区别。同时,差异性也不是绝对的。个性成熟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囚素,雨社会囚萦具有历

史性、民族性和阶级性。也就是说,虽然人类的某些需要有着相同的地方,但个体不能离
∷开

群体雨生活 ,人总是在-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生活在某一个具有民族性、阶级性的群体之中。

囚此,作为这个群体中的-员 的 鉴 赏 者必然会染上这个群体的色彩,从雨在文学鉴赏中有

意识地或无意识地表现出与这个群体的性质相-致的倾 向和 爱 好。在这个意义上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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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即含有=致性。另一方面,由于某些杰出的文学家在自已作品中反映了人类战胜自然的勇

气和揭示了 (无论这种揭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 )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囚此,这

些作品具有
“
永恒的魅力

°
而受到不回时代、不同国度和不同民族乃至不同信仰的鉴赏者的

喜爱,从丽在鉴赏中表现出一致性。总之,差异性并不是绝对的,这是我们在理解
“
见仁见

智
’
这个鉴赏命题时所应该注意的地方。

泸 0“污q°=妇 0~圩 沪

享书 讯享
。/tg%P色巧P‘冖艹‘咱P臼冖汾纷 矶

美是自:由 的象征

说苑校证 `  ∷ ∴

《升庵诗活》等洱
读风知新记
《绝句敷义 》佼注

古代汉语简编

世界文学名著津梁

世界近代史

形式逻辑辜础

文学原理新论

现代写作学  r
外国文学史   Ⅱ

外国文学作品选析

形式逻辑应试指导

中学年文学知识手册

《古文小品咀华 》今译

刘达永等合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中华书局出版 i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四川社科院出版社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四川社科院出版社出版
四川社科院出版社出版

四川社科院出版社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出版社
出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

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丛刊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丛刊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丛刊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丛刊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丛刊

易理捧、汪眷明等合编

勾承益、向方成、李诚合译

缟所究研学

 
 

编

 
编

 
编

文

 
馆
部

馆
部

馆
部

峥啷·砌咖砌咖砌咖

译

开
学

著

三
学

三
学

三
学

四川师范大学部分教师19盯年编著的新书

高尔泰著            
∷

向宗鲁遗著 屈宁元补辑、整理、序言

王伸镛著

巍炯若著

王伸镛著

张振德著

范文瑚著∴

唐仕润、杨祖泰、
石开贵等合编

苏 恒寺主编

潘述羊等主编

郭祝崧等主编

范文瑚等主编
石开贵等编

中学语文课文研究信息 郗·伯侯等合编
集高中r册

中学语文课文研究信息 王均裕、邓元炷合编

集高中三册

望江撄对联注 ∵

中国的文学理论

家庭教育学

中国古典案学论午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菇础

苏轼思想探讨  
·

苏轼诗闰研究 ∷ ∷∶

三苏敝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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