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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方文论”即“西方文艺理论”的简称。
我不知道这个词是否是中国的发明，反正在西方，要么是文学理论，要么是艺术理论，似乎没有把二
者合在一起，称作文学艺术理论的。
文学理论在英语国家中，包含在“文学批评”里，它是从“批评”的希腊文原意“区别”、“判断”
发展演变而来的，其中就包括诗学，所以英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没有纯粹的理论家，多是一些从事创
作的作家，从16世纪的锡德尼到20世纪的艾略特，都是如此。
拉丁语国家的文学批评，大体上也可作如是观。
而在德语里，文学批评非常单纯和狭隘，仅仅指日常的书评，全以个人的感觉和经验为标准，却可视
之为一种文学形式或文学体裁；而有关文艺理论的内容，则包括在美学里。
德语的美学，除美、丑、崇高、悲、喜等美学范畴外，还包括一般的美感经验，它体现在整个文学艺
术领域内，故在德国，对文学艺术的研究，也多在形而上即哲学的层面上，研究者也多是一些哲学家
，而且名称不是诗学或文学批评，常常称之为美学或艺术哲学。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西方有关文艺理论的著作，大体上呈现为上述两种形态，即一种是英语国家的文学
批评，如斯彭干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批评》，圣茨伯里的《欧洲批评和文学趣味的历史》，韦勒
克的《近代文学批评史》，卫姆塞特、布鲁克斯的《文学批评简史》(中译本为《西洋文学批评史》)
、佛朗。
霍尔的《西方文学批评简史》，拉曼·塞尔登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等。
另一种是德语国家的美学或艺术哲学，如谢林的《艺术哲学》、黑格尔的《美学》、赫尔巴特的《美
学导论》、洛宰的《美学原理》、伏尔盖特的《美学体系》、屈尔佩的《美学基础》、阿多诺的《美
学珲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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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一、贺拉斯和《诗艺》    贺拉斯（65B．C．一8），是从罗马共和转入罗马帝国时期的抒情诗人
和讽刺诗人，原是一获释奴隶的儿子，曾作为共和派军员参加过内战。
转入帝国后，参加奥古斯都的亲信麦塞纳斯组织的文人集团，并受其庇护和恩宠，从而写出歌颂统治
者的《世纪之歌》，与维吉尔、奥维德并列为帝国初期的著名诗人。
    贺拉斯在文论上的著作是《诗艺》，这原是给罗马贵族皮索父子的一封信，因是讨论文学创作的，1
世纪后被昆提里安改为《诗艺》，它直接取材于亚历山大里亚学者托勒密的《诗艺》，而托勒密是亚
里士多德的弟子，可见它受到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但却没有达到理论的高度，只是一些经验之谈。
就是这篇经验之谈，却成为古典主义的经典，对后来的新古典主义产生了很大影响，其因从其内容本
身即可体现出来。
    奥古斯都是要诗人就范于自己的政治需要的，不仅要向公民宣扬历史使命和责任感，以重振罗马道
德和民族精神，还要为自己歌功颂德。
贺拉斯是顺着这条路走的，他的《上奥古斯都书》写道：    雏吉尔和瓦留斯，陛下所爱的诗人，    却
没有辜负您的赏识和您的赠品。
    他们身受皇恩而使您扬名于远近；    诗人歌颂英雄人物的风度和精神，    比起古铜的铸像还要动人
而逼真。
①他还认为：    不懂得驶船的人不敢在海上航行。
    不懂得药草用途的人不敢用它治病，    医生要懂得医道，木匠要能运刀斧，    但今日人人乱写诗，
不论有无技术。
①    所以，贺拉斯在《诗艺》中，把“艺”即写诗的技巧放在首要地位，但在这方面，罗马没有多少
可供继承的遗产，在高度发达的希腊文化面前，罗马人总有一种自卑感，正如塞内加所说：他们对我
们显得如此伟大，因为我们自己是如此渺小。
因此，模仿希腊古典，就成了贯穿《诗艺》的一条重要原则，在他看来，“诗神把天才，把完美的表
达能力，赐给了希腊人”，因此，“你们应当日日夜夜把玩希腊的范例”，④这包括从选取题材、构
造情节、刻画人物、遣词用句，以及运用诗格等各个方面。
比如，体裁上悲剧、喜剧不能混淆；题材上要多多斟酌，务必选择力所胜任的；结构上悲剧最好是五
幕，而且不要“机械降神”；语言上要小心考究，巧妙安排；风格上要协调一致，十全十美；人物要
区分不同的年龄、性格，同一性格的人要首尾一致，不能自相矛盾，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当他把“合式”原则运用于同人性理性相联系的诗人的“判断力”上的时候，“合式
”原则就同另一原则“合理”原则重叠在一起了，即不仅要合式合格，而且要合情合理。
不过，他所谓合情合理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缺乏具体个别的特殊规定性，因而关涉到人物性格时，还
都是类型化、定型化和概念化的东西。
    贺拉斯提倡模仿，也不反对“创新”，要求“不在模仿的时候作茧自缚”，“不敢越出雷池一步”
。
③这是符合时代潮流的，因为罗马在学习模仿希腊时，也并非没有创造，罗马建筑就是罗马自己的一
大发明，它把没有弹性、没有生长力、只用于区区一隅的希腊建筑，变成富有动感、富有张力、放之
四海而皆用的罗马建筑。
另外，一个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时代的政权，也不允许完全泥古和崇拜过去。
不过，既要模仿，又要创新，这也表现出一种折衷主义的倾向。
    事实上，贺拉斯的折衷主义在《诗艺》中多所表现。
比如，在内容和形式上，一方面强调作者的“判断力”和“光辉的思想”，强调“作家到生活中到风
俗习惯中去寻找模型，从那里汲取活生生的语言”①，另一方面又不忘“完美的表达能力”，如“文
辞流畅，条理分明”，遵守规定的诗格，仔细琢磨，反复修改等。
    又如在天才和技巧问题上，他认为：“若学而没有丰富的天才，有天才而没有训练，都归无用；两
者应该相互为用，相互结合。
”②所以他既反对了柏拉图的灵感说和迷狂说，也矫正了亚里士多德否定天才的偏颇，而提倡艰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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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和训练：“在竞技场上要想夺得渴望已久的锦标的人，在幼年时候一定吃过很多苦，经过长期练
习，出过汗，受过冻，并且戒酒戒色。
”④    再如，在艺术的功用，即教益或快乐的问题上，他既重教益，又重快乐，第一次提出了寓教于
乐的原则，他说：“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
帮助。
⋯⋯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
”④寓教于乐的提法，已经突破折衷主义，含有辩证法的味道了。
另外，他在追溯历史，探究源头，阐述艺术在启迪蒙昧、敦进教化的功用时，表现出一定的历史意识
。
    任何一个转折性过渡性的历史时代，在其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过程中，大概都会有一个古今杂陈
、新旧并存的阶段，这可能是产生折衷主义的社会根源。
从这一点上说，贺拉斯的折衷主义并非缺陷，而是像一面镜子似的真实地反映了他那个时代。
二、维特鲁威    维特鲁威，生卒年月不详，大约与贺拉斯同时，即公元前1世纪罗马共和末期和罗马帝
国初期，罗马的一名建筑工程师，曾给独裁者凯撒服务过，也参与过给奥古斯都制造轻重弩炮等军事
武器，并因此受到赏赐，是一位学识渊博，既懂理论又谙熟技艺，亲身躬于实践的建筑师。
这一点，从他写的《建筑十书》也能看得出来。
尽管建筑在希腊古典时期就已取得惊人的成就，涌现出曾经设计了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和巴赛的阿
波罗·伊壁鸠鲁神庙的伊克蒂诺(Ictinus)等一大批杰出的建筑师，但他们有关建筑的著作，却没有留传
下来，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是惟一的一本西方最早的建筑学著作，它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对中
世纪特别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产生了巨大影响，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伟大建筑家和建筑理论家
，如伯鲁乃列斯基、伯拉孟特、阿尔伯蒂、维尼奥拉、帕拉第奥等，都袭其技艺，甚至连他们的论著
形式，如阿尔贝蒂的《建筑十书》，帕拉第奥的《建筑四书》，都是模仿维特鲁威的。
所以有必要把它作为这一时期专题艺术论著的一个代表来加以论述。
    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可以说是建筑上的百科全书，内容丰富。
在写法上是虚实结合，以虚带实，即理论与实际结合，以理论指导实际。
它提出的理论问题，主要概括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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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绪言“西方文论”即“西方文艺理论”的简称。
我不知道这个词是否是中国的发明，反正在西方，要么是文学理论，要么是艺术理论，似乎没有把二
者合在一起，称作文学艺术理论的。
文学理论在英语国家中，包含在“文学批评”里，它是从“批评”的希腊文原意“区别”、“判断”
发展演变而来的，其中就包括诗学，所以英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没有纯粹的理论家，多是一些从事创
作的作家，从16世纪的锡德尼到20世纪的艾略特，都是如此。
拉丁语国家的文学批评，大体上也可作如是观。
而在德语里，文学批评非常单纯和狭隘，仅仅指日常的书评，全以个人的感觉和经验为标准，却可视
之为一种文学形式或文学体裁；而有关文艺理论的内容，则包括在美学里。
德语的美学，除美、丑、崇高、悲、喜等美学范畴外，还包括一般的美感经验，它体现在整个文学艺
术领域内，故在德国，对文学艺术的研究，也多在形而上即哲学的层面上，研究者也多是一些哲学家
，而且名称不是诗学或文学批评，常常称之为美学或艺术哲学。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西方有关文艺理论的著作，大体上呈现为上述两种形态，即一种是英语国家的文学
批评，如斯彭干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批评》，圣茨伯里的《欧洲批评和文学趣味的历史》，韦勒
克的《近代文学批评史》，卫姆塞特、布鲁克斯的《文学批评简史》(中译本为《西洋文学批评史》)
、佛朗。
霍尔的《西方文学批评简史》，拉曼·塞尔登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等。
另一种是德语国家的美学或艺术哲学，如谢林的《艺术哲学》、黑格尔的《美学》、赫尔巴特的《美
学导论》、洛宰的《美学原理》、伏尔盖特的《美学体系》、屈尔佩的《美学基础》、阿多诺的《美
学珲论》等。
    这两种形态的著作，其结构和功能也各不相同。
英语国家的文学批评，是描述性、实用性、历时性的，故多表现为史，即使美学的研究和论著，也多
表现为史，如鲍桑葵的《美学史》、李斯托威尔的《近代荚学史评述》、吉尔伯特、库恩的《美学史
》等。
而德语国家的美学，是原理性、演绎性、共时性的，企图建构包罗万象涵盖一切的理论体系。
前者具体、实证，后者抽象、思辨，二者各有短长，各有特色。
    我在写本书时，参考了上述大部分著作，结合我的教学经验，也结合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力图追
求和实现下述三个目标。
    首先，把上述两种形态的写法结合起来，使本书既包含文学批评的内容，也包含美学理论的内容。
这种综合性的写作方式，起码具备三项优点：一是拓展了学习和研究的范围；二是可以吸引更为广泛
的读者群和读者层；三是为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选择空间。
    其次，把文本和语境结合起来。
语境是文本产生的具体条件，也是解读文本的必要条件。
语境可以从微观上去把握，如一个文本的语境；也可以从宏观上去把握，如一个时代的文本的语境。
我着眼于宏观语境，也就是大的历史背景，这些对西方读者可有可无，对中国读者就不同，如没有则
“两眼一抹黑”，妨碍他对文本的理解，或只能背得一些干巴巴的教条，这是我从教学过程中深有体
验的，所以我在每一单元的开头，先要介绍一下这一时期的历史背景，主要是文艺状况、历史状况、
哲学状况，即所谓文、史、哲状况。
这三者的结合，对任何形式的文艺理论，都是至关重要的，赋予它们以一定的高度、深度和可信度。
最后，把论与述，或述与作结合起来。
一般的历史类著作，大都述而不作，但文艺理论的历史，是以论为主，作者虽不能“作”，却是可以
“论”的，也就是说，即使不能创作，却是可以评论的，我主张把二者结合起来，虽然我自己结合得
不是很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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