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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论简 加脏
白勺“ 真

”说

皮 朝 纲

在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南朝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是最早直接提出文学

要 “写真
”①的主张的。 “写真

”说是刘勰的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夕是贯串 《文心

雕龙》全书的-个重要指导思想。分析刘勰的 “写真
”说,有助于我们了解他廿整个文

学观。

(--)

南朝的宋齐时代,文学创作在养尊处优、生活空虚的贵游子弟的提倡之下”日趋浮

诡雕饰,不少作家 “习华随侈,流遁忘反
”②。刘勰对这种形式主义倾向,进行了尖锐

∷
的斗争。他指出”这种 “俪采百字之偶9争价一句之奇9情必极貌以写物9辞必穷力而
。
追新”③的 “言贵浮诡9饰羽尚画,文绣鳖悦”④的文风,在创作思想上就是 “采滥忽
∶
真

”⑧9迫求虚华而轻视真实。他针锋相对地提出了 “要约而写真
”⑥,即文辞精练而

内容真实的创作主张。

刘勰衡量 “写真
”的标准是什么呢?

在刘勰看来 ,理想的作品应该具备以下条件s “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 ,

三则事信而不诞9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⑦。前四者指

作品的内容而言9后二者指作品的形式而言。刘勰也常常根据这些条件来反对他所认为

内容诡诞、形式淫滥的作品。

所谓 〃怙深”,就是指作晶的J清
感真实与深切。刘勰主张 “

为情而造文”③。他认

为文学创汴是以 “述志为本
″,只有

“志思蓄愤”,才能 “
吟咏情性

”⑨,当作家内心

充满了激动fn愤懑9才通过作品来表达这种感情。作家有了炽热的情思9作品才会充满

真挚∴1感估多作品有了真实的感怙夕才能具有 “
情往会悲”文来引泣”⑩ ,“谈欢则字与

笑并9论戚则声共泣偕”⊙9使 渎若发生共鸣的感染力量。刘勰刈勹
青感真挚的作品给予很

高的评价9如说楚辞 “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9则怆怏而难怀”②;说汉代古

诗 “婉转附物,怊怅切情9实五言之冠冕”⑩。他反对那种没有真实的感情而片面追求

华美形式的作品。他抨击那些 “
为文而造情

”的作者是 “丿b非郁陶9苟驰夸饰,鬻声钓

世”⑧”因为他们没有真情实感9于是就只有用浮夸和繁华的辞藻来掩饰和炫耀。以达

到沽名钓誉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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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 “事信”,就是指作品所使用的材料、所反映的事实,能经得起生活的检验 ,

真实与可靠。刘勰主张 “事以明薮为美
”⑩。他赞美和肯定那些 “事信”的作品9如他

肯定司马彪 《续汉书》的 “详实
”和华峤 《汉后书》的 “准当”,称之为东汉之冠⑩ ;

肯定 巛管子》、 《晏子》是 “事蕻而言练”⑦。他激烈反对那种 “莫顾实理”⑩的过于
“诡异之辞”和 “

谲怪之谈”⑩。

所谓
“
义直

”,就是指作品敢于真实反映生活,表达作家正确的观点。刘勰主张 “义

必明雅”④, “
析理居正”⑧。他反对那种 “文丽而义睽

”
,“理粹而辞驳〃∶②和 “诬矫

”

“回邪”⑧的作品。

所谓
“
风清

”,就是指由作品的 “情深”、“事信”
、“义直”

而形成的清新流畅的文

风所给予读者的教育作用。刘勰把 “情深”
同 “风清

”
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认为 “怊怅

述情,必始乎风”
,“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

”
,“深乎风者,述情必显”⑧,因此 “情

深
”必 “风清

”。
“情深”、 “事信

”
、 “义苴、 “风清

”就是刘勰衡量 “写真
”的标准。在此前提

下,他要求作品形式方面做到 “体约而不芜
”, 鲜文丽而不淫”9即 “贵乎体要”④

9

文辞美丽而又不淫侈烦滥 ,不 浮诡芜杂。在刘勰看来9内容与形式二者中应以内容为本 ,

内容是决定形式的。他认为作品 “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9宫商为

声气
”⑧。同时,他又主张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要求作品做到 “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

巧”⑦,就是思想内容真实而语言形式完美。

刘勰关于作品内容要真实的主张,是继承了前人特别是桓谭、王充等进步思想家的

论述的。王充十分推崇桓谭,也深受桓谭影响:王充曾提出 “疾虚妄”、 “归实诚”的

主张,反对 “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
”⑧的风气。他曾说他的 “《论衡》篇以十数 ,

亦一言也9曰:疾虚妄
”⑧。并说: “是故 《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

胜真美也”⑩。因此9 “实
″几平成了王充 《论衡》的思想核心。刘勰在 《文心雕龙》

申引用桓谭和王充的创阼经验来说明进行艺术构思和创阼的甘苦和迟速①9他还直接引

用桓谭关于作品应 “
实霰

” “要约
″

而反对 “好浮华
” “美众多

”的主张@,来抨击当

时 “率好诡巧
”⑩的错误倾向。可见刘勰受他们的影响是深的。自然在桓谭和王充的论

述中虽然涉及刭文章的内容和形式的问题9但他们所论列的 “
真

”、“
实

”
,一般地说 ,

还是作为历史上的唯物论者的哲学概念而提出的。他们的影响反映在文学评论家刘勰的

议论中,却有着不同的内容:刘勰在同形式主义文风作斗争中,在吸收前人主张的基础

上,以更加明确的语言,直接提出了文学要 “写真
”的主张。

刘勰为什么重视和强调 “写真
”呢?因为他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在他看来, “政

化贵文
”, “事赜贵文

”, “修身贵文
”@9即是说文学是为政教服务的,是为提高个

人的道德修养服务的。因此9他认为只有内容真实而又形式完美的作品,才能发挥文学的

这种社会作用,而那种只追求华美的形式却缺乏真实内容的作品,是 “无贵风轨,莫益

劝戒”⑩, “无益时用”⑩的。而且 “吴锦好渝,舜英徒艳,繁采寡J胄 ,味之必厌”@,

如果作品只有繁缛的文采而缺乏真实的深刻的思想内容,阅读起来必然令人生厌,是打

动不了读者的心弦,收不到良好的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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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重视和强调 “写真
”,重视文学的社会仵用9是针对当时文坛上风靡

一
时的形

式主义文风所提出来的补弊救偏的主张,在文学发展史上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刘 勰关于 “写真
”的标准,是以儒家的经典作为楷模的|他

认为圣人制作的六经是 “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⑧ ,是完全符合 “情深
”

等六个条

件的 “
情信而辞巧”的典范作晶。他反对 “采滥忽真

”
的倾向,指责

“
为文而造情?的

作者 “
离本弥甚,将遂讹滥”

Φ,就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的。所谓 “本
”9就是指儒家

的经典9 “
离本

”就是背∷叛了儒家经典。他主张的 “要约写真
”,就是要 “正末归本?

⑩9 “
矫讹翻浅,还宗经诰

”
④。这是刘勰在文学思想上表现出来的封建保守观点 ;∶ ~表

现出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

(二 )

刘勰提出 “写真
”说的依据是什么呢?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9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作家塑造

的艺术形象和作家的激情;都来自现实生活。刘勰注意到了自然景物和社会生活对作家

和文学创作的积极的影响。他用 “岁有其物 ,物有其容多情以物迁,辞 以情发
”@来扼要

而深刻地说明作家的情感随着自然景物的变化而变化,而作品又是由于感情的激动而产

生的。他又明确地指出了文学创乍随着时代的推移而发生变化”政治隆污,社会治乱,

半术思潮9都会对文学发生深刻的影响9文学和社会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说: “时

运交移,质文代变”9 “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 “文变染乎

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⑩。刘勰的这些见解,都肯定了文学是自然景物和社会生活的反

映。

刘勰基于他对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的认识,主张文学在反映现实时,应该真实地

表现作家深切的感情9真实地描写事物的实际情况9真实地表达 i乍 家正确的思思,才能

使文学发挥它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现实生活是丰富多彩而又锆综复杂的9拿 自然景

物来讲,真是千姿百态,妩媚多娇9 “云霞雕色9有隐画工之妙舅草木贲华,元待锦匠

之奇
”

“‘),是很美的。刘勰从总结历代作家的创作经验中体会到,文学创作决不是生 活

的简单的重复和自然的摹写。生活虽美9仍需要作家运用 “神思
″过行艺术加工,把被描

写的生活中的事物集中起来,使生活中的事物在艺术形象中得到突出的表现9从而更美

更动人。他用形象的比喻说明了在从生活美到文学美、从生活真实到文学真 实 的 过 程

中,进行艺术加工的重要性: “视布于麻,虽云未贵9杼轴献功9焕然乃珍”“5),“ 润

色取美9譬缯帛之染朱绿” (4δ ),“山木为良匠所度,经书为文士所择,木美 而 定 于 斧

斤,事美而制于刀笔” (47)。 虽然,由 于时代的局限9刘勰不可能明确认识到并明确指出

这种文学美来源于生活美,而文学美又比生活美更理想的辩证关系9但他在有关论述中 ,

是已经涉及到了这个问题的。

刘勰还进一步指出,作家在描写和反映现实生活时,不要只追求 “形似
”(48),即 表

面上的真实 ,而应该
“
善于适要

”
,α 9)即 善于抓住革物的要点 ,运用 “以少总多

”6Q的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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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概括力法,深刻地描写事物的休貌和神情9做到 “情貌无遗
”6D,从而达到实质上的

真实。而且,他还主张,作家在描写事物的实际的、真实的样子时9可以运用想象、夸

饰等艺术手法9加上一些奇特的、华丽的成分,只 要做到 “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

其实
” (予0,使 “奇” “

华”与 “
真

” “
实

”结合起来,就可以使艺术形象更加符合事物

的实际和真实。∶这是我国古代文论中涉及幻想与真实相结合、文学真实与生活真实相统

一的问题的最早的一个例子。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刘勰是不可能认识到现实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的源泉的。

在他看来9圣人的经典就是作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他说,经 典 是 “文 章 奥

府〃、∵“群言之祖”oω ,经书 “虽旧,余味日新”60。他给作家指出的创作道路9就是学

习儒家经典,就是 “宗经”: “若夫镲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

体,然后能孚甲新意 ,雕画奇辞。
” (5θ 因此9他也不可能明确地提出作家应深入生活并

真实地反映生活的科学沦断。

∷  ∵           (三 )

刘勰认识到,文学要 “写真”,作家就必须具各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生活经验。

刘勰认为,要使作品的思想内容真实而深刻,不致 “失真” (jδ ),作家就必须 “积学

以储宝
”(5:)9加 强学习,积累知识:因为学识渊博,就可以 “任力耕耨9纵意渔猎 .操刀

能割 ,必列膏腴
”(53),从而把捏住事物的特点和本质 9获得正硗的认识。如果 〃学问肤浅 ,

所见不博”,必 “迪遭于事义”o⒆ ,作品就会缺乏正确的思想内容。

刘勰强调作家要 “博观”⑩ω,就是要广泛的观察、研究、分析,特别要通晓艺术的

规律和方法,加强创作实践,才有可能获得 “
写真”的本领。他用 “

操千曲而后晓音 ,

观千剑而后识器”∞i)来 生动而确切地说明加强艺术修养和创作实践的重要性。从操干曲

到哓音,从观干剑到识器,就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不断提高的过 程。他还 用
“阅乔岳以形培壤 ,酌 沧波以喻畎浍”o纷 来形搴而深刻地说明具有深刻的鉴别力的重要

性。不观乔岳之高,就不知培壤之低多不酌沧波之深9就不知畎浍之浅。只有善于从众

多的复杂的事物中,进行比较,才能提高自己分析事物的能力舅也只有善于从众多的作

家作品中加以比较,学 习和吸取好的经验9才能提高自己的创 '丨|能 力。

刘勰是意识到了作家积累生活知识的重要性的。他提出作家要 “
研阅以穷照”(6ω

,

就是要精研自己的生活阅历,以获得对事物的彻底的理解。刘勰在论述一些作家时9讲
到了他们的风格特色与他们的生活经历之问的密切关系。如他在论述建安文学的风格慷

慨多气时,首先指出其社会根源是 “良由世积乱离9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慨

而多气也”G4)。 又指出其与作家生活经历的关系9建安时代,“文学蓬转
”(s5),文 学之

士生长于动乱之际,经受过流离失所之苦,耳 闻目睹社会的残破悲伤,胸中郁积着磊磊

不平的慷慨之气,他们 “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
”(G6),发 而为诗9凄恻动人。在论述刘

琨的风格 “雅壮而多风”、卢谌的风格
“
情发而理昭

”
时,指 出他们 “

亦遇之于时也”6了 )。

在论述屈原时,指出 “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 ⑴8)就是说屈原

·σ卩·



之所以能深得吟诗作赋的要领,就是因为屈原被放逐于江南之野,目 睹 了高山大川 ,

∶“山林辜壤,实文思之奥府”09),因而扩大了视野,得到了楚地山川景物的帮助 ,写 出了

∷“惊才风逸 ,壮采:烟 高”CO)∶的篇章。这些论述,可 以说是接触到了关于作家的生活经验

丰富的程度决定着作品∴的内容真实的深度这个问题。但是刘勰没有深入展开论述,没有

阍明社会实践对作家进行创作的决定的制约的作用,没有明确提出作家必须深入了解和

熟悉现实生活的重要意义。

必须指出,刘勰在
“才

”与
“
学

”
的间题上,是特别强调先

:天 才能的。他认为必须先

有天才,然后才∴是后天的 “积学”与 “博观?的 问题。他说: “文章由学,能在天资。

才 自内发,学以外成”, “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 ,文采必霸
”CD。 丽且他主

胀
:的 “积学″与 “博观”的内容,又是强调继承间接的知识,学 习圣人经典。这种唯心

主义的观点,必然使他忽:视生活实践。

列宁曾经指出: “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抒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

西,而是根据他↑I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的新的东西。
” (了’)文刂押的 《文心雕龙》就是比他

的前辈提供了不少新的东西。其中许多问题在今天仍有探讨和借鉴的价值。我们应该批

判地继承这份古代文学理论遗产,使它为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服务。

注 :

①⑤⑥⑧⑨Θ⑦《文心雕龙 ·情采》

②⑧⑩《文心雕龙·风骨》

③⑩⑩《文心雕龙·明诗》

④⑧⑩《文心雕龙·序志》

o⑩⑩⑩⑦《文心雕龙 ·宗经》

⑩《文心雕龙 ·哀嗝》

⑩《文心雕龙 ·夸饰》

②⑩@⑩《文心雕龙 ·辨骚》

⑩《文心雕龙·议对》

⑩⑩⑧④《文心雕龙 ·史传》

⑧《文心雕龙 ·诸子》

⑩⑩《文心雕龙 ·诠赋》

②长文心雕龙·杂文》

④《文心雕龙·附会》

⑧Θ《文心雕龙·征圣》

⑧王充: 《论衡 ·艺增》

④王充: 《论衡 ·佚文》

⑩王充:《 论衡·对作》

⊙⑩⑦⑩《文心雕龙·神思》

⑩⑩《文心雕龙 ·定势》

⑩《文心雕龙·谐隐》        ·

④《文心雕龙 ·通变》

⑨⑩⑩⑩①⑦⑩《文心雕龙·物色》

⑩Θ⑩《文心雕龙·时序》

④《文心雕龙·原道》

⑩《文心雕龙·隐秀》

@⑩⑩⑩⑦《文心雕龙 ·事类》

⑩Θ@《 文心雕龙·知音》

@《 文心雕龙 ·才略》

@列宁: 《评经济浪漫主义》,见 《列宁全集》第二卷。

·6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