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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论寄》内容简介：对“寄”的关注是从我闲情的研究引发的，由于起初将“寄”作为闲情审美成熟
的标志考察，因此理解上存在偏颇，以为确如李渔所言，有闲情才会有“寄”。
经过几年读书，尤其在生活的路途上多跋涉了一些泥泞之后，才意识到“寄”后面原来也承载着很多
沉重。
如此一来，原先一些有感于现实之中过于物化与功利而欲有所承担的情怀淡了不少，从“寄”入手，
我希望先拯救自己的迷途忘返。
这个选题最终能够明确要感谢恩师詹福瑞先生，他在我博士论文有些不甚成熟的初稿之中敏锐地注意
到其价值，并给予了鼓励，从而坚定了我将这个范畴深化研究的信念；在随后的教学研究过程中，恩
师和我多次交流，并将自己研究多年的有关“娱情”的前期成果拿出，最终形成了我们合作的两篇文
章：《论寄的审美特征》、《从志思蓄愤到遣兴娱情》，这两篇文章基本搭建了《论寄》的主体构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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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树功，男，1968年2月22日生，河北大学人文学院文学博士，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现在浙
江大学人文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
主要从事古代文学、古代文学理论批评、文艺美学的教学研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魏晋南北朝文学
、闲情与文学、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范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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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寄作为美学范畴的确立第一节 从假物、寓物到“应物无累于物”第二节 从感物到情以物兴第
三节 寄作为美学范畴的确立第四节 寄的审美内涵第二章 寄的审美特征第一节 因兴而有寄第二节 因兴
而寄有待于“赏”第三节 为遣而可寄第四节 寄的显象与显超逸之象第五节 寄的短暂第三章 寄与审美
范型第一节 寄情诗文第二节 寄情于诗酒风流第三节 寄情山水田园第四节 寄情艺术第四章 寄与“意境
论”的诞生第一节 寄：物我统一的期待第二节 山水之寄、秀句评赏与情景关系论的初步确立第三节 
寄的物我统一性在主体生命情调中的体现：流连光景第四节 寄的物我统一性与主体审美心理机制：触
目成寄第五章 寄、气与“意境生成”第一节 寄与气化赋形第二节 气化赋形的“完整生成性”和气韵
、意境第三节 作者——作品——读者与前意境——意象关联——意境第六章 寄与“寄托”艺术手法
第一节 “比兴”传统的历史演革第二节 “寄托”说的内涵第三节 荡极而反：“寄托”说在艺术创作
中手法举例结束语 寄的当代价值引用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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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言不尽意论的代表是荀粲，《三国志·魏书》卷十注引何劭《苟粲传》言其认为“六籍虽存，固圣人
之糠秕”，意在说明言不能尽意。
其兄质疑云：“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词焉以尽言，则微言胡为不可得而闻见哉？
”其意是凭借言和象可以实现对圣人之微言大义的表达。
荀粲答称：“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
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
系词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
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
”①言象可尽表面之意但不能达乎表面意之外更深层的意义，即言外之意，微言大义就是属于言象能
力之外的更深的含义，因此难以凭借言象来表现。
荀粲的言不尽意说在当时影响甚大，欧阳建《言尽意论》中就称：“世之论者以为言不尽意，由来尚
矣。
至乎通才达识咸以为然。
若夫蒋公之论眸子，钟傅之言才性，莫不引此为谈证。
”这里“蒋公之论眸子，钟傅之言才性，莫不引此为谈证”的言不尽意观点，继承的就是荀粲之说。
但就其思想的整体而言，并非是说言象对意义彻底无能为力，而是承认言可达其基本思想，至于象外
之意，微言大义，则是语言和形象不可能言说清楚的。
从根本上看，这种观点并未否定言象的中介作用，也未否定意可以通过言象而寓托。
得意忘言论的代表是王弼，他的这个思想是综合《庄子》和《易》的相关思想而成的。
《庄子·外物》中云：“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
得意而忘言。
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
”《庄子·天道》中云：“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
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
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
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
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
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
”②庄子一方面认为言不重要，而所重者为意；另一方面也承认尽管言不重要，但要传达基本的意还
是需要言，只不过要学会得意忘言，因为言只是基本透义，理会了言外之意而不遗忘言，则很容易形
成对言外之意理解的牵扯或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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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对“寄”的关注是从我闲情的研究引发的，由于起初将“寄”作为闲情审美成熟的标志考察，因此理
解上存在偏颇，以为确如李渔所言，有闲情才会有“寄”。
经过几年读书，尤其在生活的路途上多跋涉了一些泥泞之后，才意识到“寄”后面原来也承载着很多
沉重。
如此一来，原先一些有感于现实之中过于物化与功利而欲有所承担的情怀淡了不少，从“寄”入手，
我希望先拯救自己的迷途忘返。
这个选题最终能够明确要感谢恩师詹福瑞先生，他在我博士论文有些不甚成熟的初稿之中敏锐地注意
到其价值，并给予了鼓励，从而坚定了我将这个范畴深化研究的信念；在随后的教学研究过程中，恩
师和我多次交流，并将自己研究多年的有关“娱情”的前期成果拿出，最终形成了我们合作的两篇文
章：《论寄的审美特征》、《从志思蓄愤到遣兴娱情》，这两篇文章基本搭建了本书的主体构架。
恩师多次明确拒绝在本书署名，但我觉得自己不能贪天之功，所以从师以来第一次违逆了师命。
还要感谢曾繁仁先生，他在博士论文评议书中，也对“寄”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并提出要将其和天人
合一、气论等传统美学思想打通，这样更有助于“寄”的深化研讨。
我随后的修订基本贯彻了曾先生的观点。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评议专家能够认可这项研究，并提出了具体而深刻的修改意见，我除了
感激，还觉得格外荣幸，因为每一条意见的理会与最终赋之论述，都是我难得的提高机会。
课题完成之后，大约仅仅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国家社科基金办不仅完成了结题手续，而且将稿子移交
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这种高效率竟然让我有些不太适应。
责任编辑杨华女士细心周到，热诚负责，订正了不少文献上的缺失，并用自己的敬业使我更加深切地
意识到对学术要葆有足够的敬畏与谦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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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论寄》为国际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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