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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风余韵，不绝如缕——简评《朱熹文学思想研究》

陈允吉
(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33)

摘要：《朱熹文学思想研究》借鉴学界前人研究成果，以第一手资料为研究基础，视角独特，开拓

新域、创见迭出；对朱熹文学理论体系有比较全面客观的阐述和理解，尤其是对朱熹文学研究之

深刻意蕴作出前无古人之分析研讨，体现了强烈的时代精神，可谓体大思精，卓识非凡，具有较

高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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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金同志新著《朱熹文学思想研究》于2013

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作者

于读博期间，选修余佛教文学课程，研讨颇多。其

博士学位论文《朱熹文学思想述论》在王运熙和

杨明先生指导下完成，答辩前王先生曾请我审阅

鉴定。士金后来在潘富恩先生指导下做哲学博士

后研究工作，专门研讨朱子理学思想，以优异成绩

出站后，继续研析朱子学诸多领域。于朱熹文学

思想研究用力尤夥，精心思索，经十多年苦功，本

书终于出版。士金同志谦虚好学，格物致知，诚意

正心，追求理想。该书出版后又请我“批评指

导”。十数载光阴瞬息而过，余甚感士金向慕孔

孟程朱之诚心，流风余韵，不绝如缕，故细阅本书，

不揣鄙陋，略加评述，以供读者参考。

朱子文学和文学思想自南宋至清始终受到重

视，尤其是他的文学创作，历代均有学者研究，有

些甚至极为详细，比如黄震在《黄氏日钞》中不但

对朱子诗赋加以阐述，而且对其政论文亦加探索。

黄震论《庚子应诏封事》“谓国之大务在恤民，恤

民在省赋，省赋在治军，治军其本又在人主正心术

以立纪纲，而归结于一二近习得以卖债帅之弊。

其言哀痛切至，贴黄乞至御前开拆。”[1]708。28如此

深刻理解，实所罕见。至于朱子文学思想，黄震亦

有深刻理解：“至日诗自叙：顷以多言害道，决不

作诗，而诗末句云：行迷亦已远，及此旋吾祷，此悔

心也。然以先生晚年之学谓：漫辞为虚费，工夫则

可若，言以明道，虽多何害耶!”川708。25如此深度

剖析，令人深思。元代方回所编《瀛奎律髓》于朱

子文学创作之研究甚为用力，如云：“陈子昂感遇

古诗三十八首，极为朱文公所称，天下皆知其能为

古诗，一扫南北绮靡，殊不知律诗极精。”【2】13¨25

总之，朱子去世后数百年间，其文学创作较多被学

者关注和探讨，其文学思想则未能得到全面系统

之研究和探索，许多文学评论被零散地引用，缺乏

理论研讨。二十世纪初期以来，学界于朱子文学

思想研究渐加重视，研究成果各有得失，而李士金

所著《朱熹文学思想研究》能够深入阐发朱熹研

究经典文学之内在思想意蕴，发前人之所未发，论

前人之所未论，可谓是百年独步，填补空白。

《朱熹文学思想研究》共分六章，第一、二章

分别探索朱熹以《诗集传》为代表之诗学、以《楚

辞集注》为代表之楚辞学。以前学界于朱熹具体

篇章注释，少有论焉，本书则细析各篇，洞察幽微，

使大贤于经典注释中所蕴之社会政治哲理、婚姻

风俗、人情世态、本意毕现，豁然明朗。如朱子淫

诗说，八百年来聚讼纷纭，畸轻畸重，偏颇难免。

朱子淫诗说就伦理评价言不无问题，就揭示《诗

经》真相言则意义重大。朱熹对诗经文本之理解

比之汉学进步明显，汉代《诗经》学多牵强附会，

联系时事国政，以机械美刺说诗，颇多穿凿之谈，

而朱熹以诗解诗，冲破儒家传统诗教观念，有明显

进步意义。朱熹以后《诗经》研究，包括现代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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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断断离不开朱熹诗学研究环节，离开此一过

程，决不可能有今天之诗经学成就。本书从具体

注释文本发见朱子淫诗说真相，既具道德引导意

义，亦非否定青年男女之爱情，朱熹于“淫诗”态

度辩证微妙，隐然可见。其中细节尤可玩味，如朱

熹分析《黍离》，证明朱熹研究诗是从生活之源头

出发，一部《诗集传》所要证明者正是朱熹之文学

反映社会实际生活、可以垂戒后世之思想。此与

朱熹圣贤理想追求完全一致。其中涉及具体思想

内容如爱国、官员腐败，艰苦奋斗精神、生活简朴

作风、男女感情婚姻生活诸多事项，均蕴含朱子义

理核心价值观。再如朱子分析《采葛》涉及淫诗

问题，本书从具体文本发现朱熹淫诗说之细节微

妙之处，显比抽象论说结论更具说服力。从中可

知朱熹虽以郑卫之风多淫诗，但实际并未一概否

定所谓淫诗，甚至给予深刻同情和理解口F¨27。

何以如此?圣贤思想家追求全体人民各得其所、

人人生活快乐之伟大理想，于男女感情丰富深刻

交流合作热情，本无可厚非。本书于圣贤男女关

系之论加以同情之理解，发入深省。

本书朱熹楚辞学研究亦往往于细节分析中见

功夫，并能得出令人信服之结论。比如本书云：屈

原缠绵悱恻爱君忧国之心、得君行道之志经过朱

熹审美再创造显得淋漓尽致、回肠荡气。本书对

于朱子和屈原思想心境理解深刻，尤其值得关注：

事实证明，朱熹和屈原都是忠君爱国的仁人志士，

屈原投江自杀，以死报国，朱熹被诬受害，蒙冤去

世，他们在心灵精神上息息相通，《离骚》之爱国

精神、深刻意蕴、哲理内涵经过朱熹阐释而大明于

世，后之君子欲理解屈原宜读《楚辞集注》，欲知

屈朱灵魂之相通必读《楚辞集注》∞J7 7。本书此类

论述极多，其中许多哲思睿智，卓识非凡，充满时

代精神。

本书第三章探讨具体作家作品，作者于朱熹

评论作家作品不作抽象结论，以全面客观辩证分

析见长，可见朱熹评价原貌。余尝以为鉴于家教

不很严格，李贺对儒家经世致用之术殊少兴趣，他

的精神养料大部分是来源于道书和佛典，在文学

方面则酷嗜楚辞、乐府、六朝小说及游仙宫体诗，

并论及李贺之生命缺陷与诗歌特色关系。从此章

文字竟得一证，如评价李贺与刘叉诗：李贺较怪得

些子，不如太白自在。又日：“贺诗巧。”L3 J127朱子

论李贺虽则点滴言论，却能见出其深刻透视力。

余曾论韩愈，“这位以复兴儒学为己任的大诗人，

虽然在政治上极力辟佛，但却对佛教壁画甚感兴

趣，他的许多诗如《南山诗》、《元和圣德诗》、《陆

浑山火》等，都涉及到寺庙壁画。”一1从本书此章

亦获得一旁证。本书指出朱子对韩愈交接不好僧

徒表示不满，可见韩愈之爱好佛学，影响诗文创作

之事实情况。朱熹以理学大家身份，以丰富文学

创作之经验，熟读历代重要作家作品，其评价之意

义可不言而喻，本书加以细心解析，洵为学术之贡

献。本书研究朱子论历代作家从具体文献出发，

既客观具体真实，亦能从中得出富有哲理的思考，

如论王安石云：在历史的长河中，个体生命对于群

体的影响主要在于其精神能量，王安石因为变法

革新在当世已引发莫大争议，后世研究者也从来

未统一过对他的认识。此论颇能揭示朱子论历代

作家作品语言矛盾现象对立统一之本质。

第四章《朱熹的文学批评和文学欣赏研究》，

意在理清朱子作为审美主体之于文学批评和欣赏

诸多观念，披阅详读，朱子文学卓识，联翩而出，多

为学界罕见，可为治中国文论者参考。本章指出

朱子批评文学、欣赏文学之特点，全面客观理解作

家作品之实例，比较文学作品之蕴意，文学考证之

深邃，实事求是，发人深省。此章最后一题特别强

调朱熹文学批评和文学欣赏思想和艺术并重研

究，与学界流行观点大异其趣，是从具体文本出发

所得之结论，非有偏爱之心，实乃至理所在。其中

许多研究结论意味深长，如说“朱熹的文学批评

实际上渗透着社会批评、政治批评、学术批评。”

此诚为朱子文学批评最显著之特点，观点可信，启

人深思。如发现朱子文学批评语言存在“晕轮倾

向”L3
J1
75，此种朱子文学批评语言局限，鲜为人知，

本书特别加以分析，并以此术语加以概括，于学界

深入研究朱熹文学必有助益。

第五章《朱熹广义创作论研究》系统严密，理

论创新，为前此学界所无。朱子于创作所思所想，

具体细微，卓识非凡，即使置于整个中国文学批评

史创作理论大背景下，亦如长空雁过，鹤立鸡群。

本书作者知音于800载后，所论专题，从朱熹创作

学思想概述到朱熹批评文章文学写作形式主义之

时代潮流，到朱熹论文学创作之学习与模仿、朱熹

论创作之态度和方法、朱熹论创作之“根本工

夫”、朱熹论创作主体复杂性、朱熹论生活体验与

创作灵感，内容清晰，洋洋大观，此诚为填补空白

之作。

第六章《朱熹文学理论专题研究》，探析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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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道观、文体论、文气论、自然平淡和巧、天生成腔

子等，辩证客观，精细人微，学界无出其右者。其

中朱熹文道论和文体论，学界已有论述，文道关系

议论尤多，然本书作者之研究，理解深邃，论世知

人，系统全面，辩证客观，前所未有。然亦有尚需

深入研讨者，如朱熹文道论与韩愈、苏轼文道论之

比较，倘能上下左右，融会比较，或更浃洽。朱熹

文气论、自然平淡和巧二题学界迄今尚无系统研

究，本书首创之功显而易见。“天生成腔子”于朱

子全集中少有议论，然蕴含文学理想，形象生动，

通俗易懂，不可不辨。本书于前贤之论辨析细致，

得出真相，所谓吾爱吾师，尤爱真理，深得运熙王

先生赞同，此为学界佳话，于世风似亦不无裨益。

本书所论朱子文学思想少为抽象论说，乃因

古人论文大体据作家作品因时地随缘随机论说，

多无今人自觉研究之理论体系。故《朱熹文学思

想研究》所论亦不以抽象理论见长，其中分析讨

论，多以朱子阐释评论作家作品为依据。此亦本

书特点之一，具体内容，形象生动，遣词造句，平易

淡远，高风远韵，从心而出。

朱熹为我国历史上不世出之思想大家，学问

博大精深，涉及哲学、历史、政治、经济、教育、文学

乃至天文、地理诸多方面，一生立志传承圣贤道

统，忧国忧民，抱负远大，境界深邃，非常人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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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在其中矣。

[1]黄震．黄氏日钞[M]．文渊阁本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出版地不详，出版时间不详．

[2]方回．瀛奎律髓[M]．文渊阁本钦定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出版地不详，出版时间不详．

[3]李士金．朱熹文学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4]青锋．佛教与唐代文学——陈允吉教授访谈[N]．光明日报，2002—04—24(3)．

Sur订订ng Innuence，Linger佃Faintly
——Comment on the Study of Zhu Xi§Literature Thoughts

CHEN Yunji

(Depanment of chinese hngIlage觚d“terature，Fud锄UrIiVersity，Sh粕911ai 200433，ClIina)

Abstract：0n the refbrences of the academic predecessors7research，the Study of Zhu Xi§Uterature Though协studies on the b鹊is

of first—hand data，西ves out the urIique views in the new area．The thesis，tIlat has lligh acadeIIlic value，百ves out a compre·

hensive understaIlding and thomugll opinion
to zhuⅪ§litemnlre theory system，especially百ves out the llrIprecedented analysis

to the profound implication of zhu Xi§1iterature research．ne stmng sp试t 0f times shows jn the precision thougIlt and remarka—

ble ins远hts in the large scale of aJlalysis．

Keywords：zHU xi；literature thou曲ts；research

(责任编辑：李军)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