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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诗论》的诗学原理建构

贺 根 民

（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广西　南宁　５３０００１）

　　摘　要：朱光潜《诗论》发掘中国诗学的艺术特质，以崭新的学理解构了传统诗话琐碎的生

存状态，推进了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诗论》着眼于对中国诗学原理的整体勾勒，透彻的学理

分析、强烈的现实参与意识，促使其获得历久弥新的理论生机，这既是一种根基于中国文化传

统的创造性转化，又是一种切实可行的诗学原理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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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中国学术在风雨如磐的艰

难岁月中突进，一代学者藉以触摸和把捉中西形

态各异的文化传统来获就问题意识和张扬民族文

化本位。郭绍虞、罗根泽、方孝岳诸先生《中国文

学批评史》的出版，已显示他们对中国文学理论的

整体统摄实绩，脱胎于诗文评的中国文学批评展

示其相对严密的体系风貌。朱光潜《诗论》根基于

中国文化本位，以西学之花嫁接中国传统诗学之

木，形成对中国诗学原理的全幅考察，它刷新了诗

学的现代形态。学贯中西的朱光潜参互相观，会

通化合，其《诗论》以崭新的学理解构了传统诗话

琐碎的生存状态，建构了中国诗学史上一种完整

的理论体系。

　　一、文化生态：建构诗学原理的基石

《诗论》是 中 国 诗 学 史 上 一 部 里 程 碑 式 的 著

作，亦为朱光潜用力颇多的一部学术杰作。它的

初稿完成于朱光潜留学欧洲的１９３１年，其后不断

增删润色，大致有５种版本，即１９４３年的抗战版、

１９４８年 的 增 订 版、１９８４年 的 三 联 版、１９８７年 的

《朱光潜全集》版和２００５年的“大家小书”版。从

初稿到全集版，半个世纪的岁月具象了朱光潜不

断进取、勤于探索的学术理念。朱光潜十分珍重

《诗论》的学术价值，三联版《后记》的夫子自道应

是一个最好的注脚：“在我过去的写作中，自认为

用功 较 多，比 较 有 点 独 到 见 解 的，还 是 这 本《诗

论》。我在这里试图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

诗歌，用中国 诗 论 来 印 证 西 方 诗 论。”［１］３３１借 镜 西

学的阐述路径是民国学人乐于采纳的一种方式，
传统文论坚守者和现代文论开创者的双重身份，
致使王国 维 成 为 中 国 文 论 史 一 个 巨 大 的 矛 盾 存

在。朱光潜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又熟稔西学逻

辑思维，《诗 论》的 阐 述 路 径 是 王 国 维 式 的，在２０
世纪３０年代是属于孤独奋进的一类。着意建构

一套立足中国本土的诗学话语体系，是朱光潜矢

志以求的目标。抗战版《序言》载：“中国向来只有

诗话而无诗学，刘彦和的《文心雕龙》条理虽缜密，
所谈的不限于诗。诗话大半是偶感随笔，信手拈

来，片言中肯，简炼亲切，是其所长；但是它的短处

在于零乱琐碎，不成系统，有时偏重主观，有时过

信传 统，缺 乏 科 学 的 精 神 和 方 法。”［１］３去 腐 成 新、
脱胎换骨，朱光潜辩证地看待中国文论的思维模

式，藉以严谨的分析和缜密的归纳来建构一幅全

新的 诗 学 谱 系，就 成 了 其 诗 学 体 系 的 逻 辑 起 点。
这种思维是沿袭传统的部分革新，更是一种嫁接

西学的源头活水工程。
全集版《诗论》共十三章，另有三篇 附 录。大

致可分成诗学原理和诗学批评实践两大板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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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至第十二章侧重对诗学原理的发申和阐释，第

十三章《陶渊明》的体例显然有异于前面诸章，在

一定程度上就是检讨其原理的个案研究。其诗学

原理部分大体由起源论、本体论和比较论构成，它
以本体论为核心，辅以纵向的诗学起源来研讨其

沿革，以诗歌与其他艺术门类的比较来横向推阐，
从而构建一种相对自足的诗学体系。研究诗歌起

源是了解诗歌本质的第一步，朱光潜从文艺心理

学来发掘这一命题，他认为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证

据有时较历史学和考古学的证据更为有效，因为

人类社会学着眼于当下的审美趋向，更能展示诗

论穿越时空的功能效应。朱光潜推举起源论在诗

学原理建构的巨大作用：“诗歌所保留的诗、乐、舞
同源的痕迹后来变成它的传统的固定的形式，把

这个道理认清楚，我们将来讨论实质与形式的关

系，就可以 省 去 许 多 误 会 和 纠 葛 了。”［１］１８诗 歌 起

源的种种言说关系到对诗歌文体的准确理解，即

如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它的诗、乐、舞

三位一体的生存状态就揭示诗歌不外乎表现内在

情感、再现外来印象和产生审美快感三种功能，较
好地实现本质和形式的统一。对于远古诗歌的追

溯，朱光潜例以西方学者对非澳诸洲土著和中国

学者对边疆苗、瑶等民族部落的研究，阐释其三位

一体的原初存在形态，在重叠、迭句、衬字诸方面，
诗与乐、舞均保持着同源的痕迹。毋庸讳言，诗歌

作为民族文化心灵的具象表达，它深植于民族文

化传统和文化习尚，要揭示一个普泛的诗学起源

命题，难免会捉襟见肘，朱光潜此举忽视了世界各

民族文化体系的自足特征。
在整个诗学原理之中，诗的境界论是一关纽。

第三章《诗的境界》和第四章《论表现》是诗歌实质

和形式的具体显现，也构成其理论体系两根主要

支柱。前者立足于中国传统文论，援引克罗齐直

觉美学和步武王夫之的境界之说，后者则是对克

罗齐美学的改造，二者均显示朱先生对中西文论

的创造性融合。西方诗歌多停留在模仿现实或再

现印象上，而中国诗歌即便是“诗言志”之说，在朱

光潜看来也重在表现情感，情趣是诗歌的表现内

容和创作的不朽动力。境界是情趣和意象妙合的

理想之境，情景契合则为诗歌境界的题中应有之

义。以此为度，朱光潜指陈王国维《人间词话》所

标示的“有 我 之 境”和“无 我 之 境”有 某 种 认 识 偏

差。若衡以近代美学观，“有我之境”体现了移情

作用，实际为“无我之境”，而“无我之境”却无移情

回味的色彩，倒是一种“有我之境”，因此，“与其说

‘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似不如说‘超物之境’
和‘同物之境’，因为严格说，诗在任何境界中都必

须有我，都 必 须 为 自 我 性 格、情 趣 和 经 验 的 返

照。”［１］６０即便是“超 物 之 境”和“同 物 之 境”，亦 各

有胜 致，各 有 深 浅 雅 俗，个 中 移 情 作 用 是 一 个 关

键。这种贴近诗歌本位的辩证分析，避免了简单

的主观认定。若以境界为本位，就能清晰地勾勒

中国诗学的演生途径：“中国古诗的演进可以分为

三个步骤：首先是情趣逐渐征服意象，中间是征服

的完 成，后 来 意 象 蔚 起，形 成 一 种 独 立 自 足 的 境

界，自引起一种情趣。第一步是因情生景或因情

生文；第二步是情景吻合，情景并茂；第三步是即

景生情 或 因 文 生 情。”［１］７１运 用 演 进 观 而 非 进 化

观，似别有寄托，不无针对“五四”以来众拾进化观

而另张 一 军 的 考 虑。以 境 界 为 本 来 梳 理 诗 学 流

变，标 领 了 诗 歌 原 理 不 变 的 法 则，正 如 朱 光 潜 所

论，沿袭六朝诗歌情趣与意象的关系，大可类推其

他各代诗歌的演生图像，这就树立《诗论》的理论

基石和纵向坐标。

　　 二、横向推阐：诗学原理的方法论

诗歌是朱光潜浸染最深的一种文体，会 通 中

西的理论家身份在《诗论》中处处透露内行的批评

色彩。诗歌形式是其实质的具体传达，比勘诗歌

与其他艺术门类的差别，更易见出诗歌的文体特

质。朱光潜推崇比较方法的重要性：“一切价值都

由比较得来，不比较无由见长短优劣。现在西方

诗作品与诗理论开始流传到中国来，我们的比较

材料比从前丰富得多，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研
究我们以往在诗创作与理论两方面的长短究竟何

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鉴。”［１］４鸦片战争以

降，国门洞开，欧风美雨沛然而至，西学的逻辑和

科学观念促成中国文学传统一次大的更新。脚跨

中西领域的朱光潜得心应手地调用各种材料来发

掘诗歌的本质，这种中西互释互证的方法几乎贯

穿了《诗论》的全篇。一般看来，朱光潜先是广泛

引用和陈述中外的论诗观，继而层层分析和亮出

自家观点，比较方法允符了其搜罗爬剔、发幽掘隐

的需要。在《诗论》的第五、六、七章，朱光潜分别

梳理了诗歌与散文、音乐和绘画的异同，这样，藉

以同其他 姊 妹 艺 术 的 比 较 凸 显 了 诗 歌 的 类 型 特

征，此类横向推阐过程彰显了诗歌的文体存在本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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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与散文同属于现代意义的纯文 学 领 域，
纯文学视野下的诗与散文均是审美主体的情趣表

达。二者在音律和风格上又具有明显的差异，散

文偏向于叙事说理，诗歌则重在抒情遣兴。散文

以事见于词，事理之中包孕意蕴；而诗歌的情感抒

发往往低徊往复，缠绵不尽。朱光潜将诗歌定义

为：“诗是具有音律的纯文学”，［１］１１２从内容和形式

的结合上对诗歌进行文体认定，这将有音律而无

文学价值的陈腐作品和有文学价值却无音律的散

文排除在外。散文的音节往往是直率的、无规律

的，诗歌的音节是循环的、有规律的，有无音律成

为区分诗歌和散文的重要法则，但是这种区分只

是一 种 相 对 的 划 分，二 者 并 非 壁 垒 森 严，互 不 侵

犯。诗歌的形式多半是诗、乐、舞同源的 遗 痕，诗

律具有本身的存在价值，其格律变化多端，较之散

文更为繁复。
在诗与乐的关系发掘上，朱光潜确认 二 者 具

有相近的历史渊源，音乐借重声音，趋向和谐；诗

歌以语言为津梁，偏向意义一隅。节奏是同为时

间艺术的诗与乐的共同元素，也是它们的共同命

脉，这表现为高低、长短、疾徐之间的呼 应。节 奏

是心物交感的结果，音乐的节奏可谱，是一种形式

的组合；诗歌节奏则受制于情趣意蕴，是文字意义

的表现形式，不可谱。诗歌文字所构建的情境是

一种相对自足的意义存在，诗歌节奏往往听从意

义的指令，虽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但不能离开意义

而专讲声音。在一定程度上说，朱光潜推崇格律，
不无针对新诗轻视格律的审美趋向而发的现实考

虑。
绘画是诗歌的姊妹艺术，诗是无形画，画是有

形诗，诗画都具有显物传神的功能，具有相似的艺

术本质。但诗歌与绘画在使用媒介、表现内容、创
作方式等方面仍有诸多差别，相对而言，绘画重在

叙述动作，往往以静止画面表现事物全过程；而诗

歌即便描写静物之时，亦会以时间的承接来显示

空间的绵延，突出化静为动的效应。朱光潜客观

评价莱辛的诗画异质说，指出其观点为西方“艺术

即模仿”说的遗留，它虽强调了艺术对读者的心理

影响，却忽略了作者的情感和想象以及对作品的

意匠经营。脱胎于西方模仿论传统的莱辛之说凸

显了自然美，却不能解释和分析中国诗画生态，中
国画重意不重形，讲神似而不主形似，中国诗自西

晋以降，不特重叙事，偏于抒情或写景，这跟莱辛

所认为的诗歌只宜于叙述动作之说格格不入。凡

此种种，朱光潜对诗歌与散文、音乐和绘画的横向

推阐，对诗歌本位的透彻分析，彰显了诗歌自适的

类型存在。

　　三、凸显实践：诗学原理的现实情结

早先完成的《文艺心理学》有一《作者自白》，
朱光潜阐 明 了《文 艺 心 理 学》与《诗 论》的 学 理 渊

源：“本书泛论文艺，我同时写了一部《诗论》，应用

本书的基本原理去讨论诗的问题，同时，对于中国

诗作一种学理的研究。”［２］援引克罗齐的传达与价

值之说，发掘中国诗歌的学理体系，应该是朱光潜

创作的初衷之一，易言之，《文艺心理学》为《诗论》
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撑，它绘制了理论和实践结合

的文化图像。在中西汇流的比较诗学视野内考察

中国诗学原理，史的脉络固不可少，而一切理论只

有面向现实，才会获就鲜活如新的理论生命。《诗
论》抗战版《序言》载：“我们的新诗正在开始，这运

动的成功 或 失 败 对 中 国 文 学 的 前 途 必 有 极 大 影

响，我 们 必 须 郑 重 谨 慎，不 能 让 它 流 产。”［１］４方 兴

未艾的新诗创作是对古典诗歌的一次文化革命，
虽然新诗的倡导者口口声声斥责古诗的痼疾，亦

不能断然否定或人为割断其与传统诗歌的脐带，
满口吮吸洋奶头势必走向文化的虚无。即便是对

古典诗歌改弦更张的新诗，也不能全盘抛弃音律：
“新诗起来以后，旧音律大半已放弃，但是一部分

新诗人仍然注意到音节。新诗还在草创时代，情

形即为紊乱，很 不 容 易 抽 绎 一 些 原 则 出 来。”［１］１３６

开辟草莱的新诗，其发展轨迹和创作原则都有待

制定和完善，《诗论》的理论阐释在一定程度上说

就是开具一种实施方案。朱光潜直面当下文学创

作实践的现实关怀情结，抖露了其强烈的担当意

识。
音律是诗歌文体本位的重要表现，《诗论》第

八、九、十这三章探讨中国诗的节奏与声韵，第十

一、十二两章则论述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道路。
以上诸章大体从音韵上体认诗歌特质，其潜在指

向就是探究新诗是否应该用韵的命题：“白话诗还

在萌芽时期，它的废韵的尝试显然受西方诗的影

响。不过白话诗用韵的也很多。以后新诗演变如

何，我们不必 作 揣 摩 其 词 的 预 言。”［１］１８６不 揣 摩 其

词，其本身就是一种务实的态度，衡以当代诗坛现

状，古体诗仍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即为有力的注

脚，即使是白话诗，其用韵也是彰显诗歌本位的一

种手段。律体诗是中国民族文化特色显现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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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裁，中国诗的律化道路受赋的影响，它起于意义

的排偶，随着东汉以降佛经的翻译和梵音的输入，
至齐梁臻于鼎盛，诗的律化道路彰显了诗之所以

为诗的文体本质。此类突出文字音律等形式元素

的作用，不无救治白话诗偏差的考虑。朱光潜借

诸对古诗音韵的考察，意在发掘文体不以时代递

嬗的独立自足特性，也为新诗的发展提供学理的

阐释和支撑。
对古诗的破坏之功，经林纾的《闽中新乐府》

发倡，胡适《尝试集》摇旗呐喊，传统诗词逐渐蜕变

为自由诗体。《诗论》第十二章后附有《替诗的音

律辩护》一 文，针 对 胡 适《白 话 文 学 史》所 标 举 的

“做诗如说话”之见进行驳难，指出“这个口号不仅

是《白话文学史》的出发点，也是近来新诗运动的

出发点”，而 且“他 的 根 本 原 则 是 错 误 的”。［１］２２１鉴

于朱光潜学成归国，由胡适引荐任教北京大学的

事实，朱 先 生 截 断 众 流、识 学 术 为 天 下 公 器 的 立

场，洵为可贵。其实，博士毕业归国的朱 光 潜，就

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曾组织“读诗会”，每月聚

会一两次，参加者就有朱自清、梁宗岱、周作人、卞
之琳等诗人学者，该会提倡诵读，宗旨显与胡适一

派的诗学主张分庭抗礼。胡适将《北山移文》、《闲
情赋》、《归去来辞》一类作品视为僵死的文学，以

此标准上溯，言韩愈开了宋人“做诗如说话”的风

气，认为诗歌史上只有打油诗最为符合“做诗如同

说话”的范式，胡适推崇王梵志和寒山子，道理即

在于此。诗 歌 是 情 感 的 具 象 反 映，朱 光 潜 认 为：
“做诗决不能如说话。既可以用话说出来就不用

再做诗。诗的情思是特殊的，所以诗的语言也是

特殊的。”［１］２３３做诗与说话，除了意蕴深浅之别，有

无音律亦是一个重要差别。不单旧诗的意蕴、情

感及其表现方式不如说话，其节奏就更不等同于

说话，朱光潜的理论发申实际上否定了旧诗丧亡

的人为神话。《诗论》附录的三篇论文，大都聚焦

于探究新诗发展的问题及其出路。自幼酷爱旧诗

的朱光潜，又深谙西方诗学之道，他隐隐以骨子里

的儒道文化来回应“五四”文学革命，冷静而客观

地分析了新诗运动中的种种痼疾，为其健康发展

提供 学 理 上 的 诱 导，进 而 确 立 新 诗 创 作 规 范，因

此，“从一定的角度看，《诗论》是为现代新诗的健

康发展写的”。［３］要而言之，《诗论》对于新诗的种

种论述，不仅表现了他对诗歌发展前途的杞忧和

抖露了身份失落的文化焦虑，更展示了一种用心

救治文学弊病的补天情结。

　　四、结　语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 业，沾 溉 克 罗 齐、
康德之学甚深的朱光潜，自觉比勘中西诗歌理论

和创作史实，发掘中国诗学的艺术特质和形式特

征，纵 横 勾 勒 了 中 国 诗 学 相 对 自 足 的 演 生 图 像。
《诗论》突破了传统诗话的零乱之弊，尽可能地阐

释中国诗学的基本问题，取得了令人观止的中国

文论和美学研究的比较诗学成就，其理论阐释“从
现代意义 上 活 转 了 中 国 诗 学 的 生 命”，［４］它 接 续

１９２４年杨鸿烈《中 国 诗 学 大 纲》援 引 欧 美 诗 学 原

理阐释中国诗学传统的学术路径，推进了中国诗

学的现代转型，不愧为我国２０世纪上叶一部完整

而系统的现代诗学著作。《诗论》对中国诗学原理

的整体勾勒，凸显了诗歌内容和形式结合的艺术

特质。透彻的学理分析、强烈的现实参与意识、经
营擘划的学术雄心，《诗论》便获得历久弥新的理

论生机，这既是一种根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

性转化，又是一种切实可行的诗学原理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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