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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部五卷本的《中国文学理论史》初版于1987年，是当时同类著作中规模最大、内容最翔实的一部，
曾获得首届全国高等学校科研成果一等奖；但如今距1991年的最后一次印刷也已经过去了近二十年，
在图书市场上久已脱销。
承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对学术事业的支持和关切，现在得以重排再版，新装面市。
直到现在为止，这仍然是唯一的一部以“中国文学理论史”命名的著作；其他同类著作，大都名为“
中国文学批评史”或者“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
本书原来的《绪言》已就此“正名”之意作了简要的说明。
但实际上，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名称问题。
如果说未定名之前，需要循实以择名的话，那么既定名之后，也会反过来循名以敷实。
虽然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并无严格界限，但这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定名为“文学理论史”，自不免要着重于考察各个文学理论概念或范畴的含义与沿革，各种文学理论
倾向或思潮的起伏与更迭，以及整个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生成与发展；至于那些对具体作家、作品的
评判或鉴赏，也主要是着眼于其中的理论观点。
比较而言，如果说“中国文学批评史”更接近于中国文学史的话，那么“中国文学理论史”就更接近
于文学理论了。
所谓接近于文学理论，并不是接近于现行的文学理论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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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套书（5卷）初版于1987年，是当时同类著作中规模最大、内容最翔实的一部，也是一部奠基式的经
典著作，曾获得首届全国高等学校科研成果一等奖，在学界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至今仍很难超越。
    本卷包括先秦至南北朝的中国文学理论史。
书中以儒、道两家文学思想为主线，阐明了这一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规律；对老、庄及玄学家的文学
思想和影响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作了新的评价；对《文心雕龙》、《诗品》等重要著作及教化说、缘
情说、滋味说、自然之道、言意之辨等重要观点也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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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曹丕对四科的不同要求，虽然都只用一个字来概括，但应该说是颇为精当的。
例如，“铭诔尚实”的提法，就很有针对性。
据史书记载，蔡邕为郭泰写碑文时说：“吾为人作铭，未尝不有惭容，唯为郭有道碑颂无愧耳。
”（见《世说新语》注引《续汉书》）在当时像蔡邕那样德高望重的人写铭诔仍不免对死者有虚美之
辞，可见尚实是多么重要。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曹丕的四点要求已经脱出了儒家教义的约束，且不管后人如何阐释，单就这“雅
”、“理”、“实”、“丽”四字而言，确实看不出还有“宗经”、“征圣”的影子。
特别是“诗赋欲丽”，对诗赋敢于突出形式华丽的要求，更表现出曹丕在思想上的解放。
按照儒家的传统观点，历来是不把艺术的形式美或审美价值放在第一位的。
如《乐记》中说：“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
是故乐之隆，非极音也；食飨之礼，非致味也。
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叹，有遗音者矣；大飨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有遗味
者矣。
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
”所以，“诗赋欲丽”是对儒家文论的大胆突破。
鲁迅是十分赞许这一点的：“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
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曹丕之强调文学的特殊性和形式美正是文学走向自觉的表
征。
曹丕在对文体的认识的基础上又引申出他的文学批评的原则。
曹丕的批评论的基本观点是：要看到各个作家不同的长处，不可求全责备。
这显然是应用了当时人才论的研究成果。
东汉实行“察举”、“征辟”制度，品鉴人物成为政治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国时历经战乱、饥荒、疾疫，士人凋零，人才的发掘更为急迫，魏、蜀、吴的君主都十分爱惜人才
。
因此，人才理论的探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盛。
我国第一部人才论专着刘劭《人物志》也在这时应运而生。
人才论的一个中心论题是如何发挥“偏至之才”的作用。
曹操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便主张不要排斥偏至之才。
他发表过《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其中有云：“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
行也。
⋯⋯士有偏短，庸可废乎！
’’刘劭在《人物志》中曾反复论述偏至之才。
他把人才分为十二种：“盖人流之业十有二焉：有清节家，有法家，有术家，有国体，有器能，有臧
否，有伎俩，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学，有口辩，有雄杰。
”这些都是“偏至之才”，关键在于任用得当，展其所长，“主道立，则十二材各得其任也”（《流
业》）。
所以应该“观其所短，以知所长”：“夫偏材之人皆有所短，故直之失也讦，刚之失也厉，和之失也
懦，介之失也拘。
夫直者不讦，无以成其直，既悦其直，不可非其讦；讦也者，直之征也。
刚者不厉，无以济其刚，既悦其刚，不可非其厉；厉也者，刚之征也。
和者不懦，无以保其和，既悦其和，不可非其懦；懦也者，和之征也。
介者不拘，无以守其介，既悦其介，不可非其拘；拘也者，介之征也。
然有短者未必能长也，有长者必以短为征。
”(《八观》)鱼豢《典略》引韦诞的话，讲到文人大都有弱点，不能委以大任，但也不可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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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仲宣伤于肥戆，休伯（繁钦）都无格检，元瑜（阮瑀）病于体弱，孔璋实自粗疏，文蔚（路
粹）性颇忿鸷，如是彼为，非徒以脂烛自煎糜也，其不高蹈，盖有由矣。
然君子不责备于一人，譬之朱漆，虽无桢干，其为光泽亦壮观也。
”（见《三国志·王粲传》裴松之注引）这些议论阐明了同一个观点，即不废“偏至之才”，可见这
是当时人才论的普遍观念。
曹丕把这种思想转用于文学，便形成了他的批评论。
曹丕认为，“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章的体裁如此众多，一个作家很难兼善各体，所谓“通才”是极少有的。
所以“王粲长于辞赋”（《典论·论文》），“孔璋章表殊健”，“元瑜书记翩翩”，“（公干）五
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与吴质书》）。
这些作家都各有偏胜。
因此，曹丕反对那种“自古而然”的“文人相轻”的积习。
他认为，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现象，一方面是因为“善于自见”，即“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另一方
面是因为“闇于自见”，即“闇于”看到自己的短处。
“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这样持论就不可能公正全面。
针对这一弊病，曹丕提出了“审己以度人”的原则。
曹丕并不苛求作家在文体上兼善全能，却重视作家的创新独造。
他赞扬孔融等“七子”是“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就透露了这样的观点
。
因此，他也反对“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即崇仰古人而轻视今人，向慕虚名而不求实际的偏见。
曹丕关于文学批评的这些意见，基本上是允当的，而且采取了全新的观念，体现了时代的精神。
诚如刘勰所评：“魏典密而不周”（《文心雕龙·序志》）。
《典论·论文》分析文体、文气虽然比较细密，但终究只是略引端绪，还缺乏周详的论述。
然而，《典论·论文》的诞生，确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的象征，从此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迈进了
一个新时期，其历史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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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文学理论史(1):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卷》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属于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
原来的《绪言》已就此“正名”之意作了简要的说明。
但实际上，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名称问题。
如果说未定名之前，需要循实以择名的话，那么既定名之后，也会反过来循名以敷实。
虽然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并无严格界限，但这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定名为“文学理论史”，自不免要着重于考察各个文学理论概念或范畴的含义与沿革，各种文学理论
倾向或思潮的起伏与更迭，以及整个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生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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