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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意境文气的阐释及其他》由三个部分组成：一，学术性文章，包括“意境论”、“文气论”、
“美学论”；二，写作与理论技巧性文章；三，编辑理论与编辑技巧性文章。
意境、文气、美是什么？
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意境文气的阐释及其他》作出了回答。
作者冲破旧说，以新的特殊角度阐释了意境是作者情景交融时，以跳跃性的语言、笔画和线条，用意
示结构创造的意会艺术，亦即诗人、艺术家以意示手法成象所创造的意会艺术。
所谓文气，是与文章同时产生存在之气，是一种高级运动着的物质性形式，其外化为文章的气势和氛
围。
美是客观存在，是事物（审美对象）以其特有的最佳形态给审美者的满足感，愉悦感。
并对朦胧诗的产生及其背景，朦胧诗为什么不能成为一个流派或诗的创造风格，作了极为独到的分析
。
写作理论与编辑理论提出了“创作与胆识”，“为什么写不出来”；提出了编辑的本体论、编辑主体
的超前能动性与遁形的逻辑性，提出了“三结合”审稿新模式，亦具有理论深度与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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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炳煊，广东中山人，1937年生于中山县沙溪区冲头村。
1959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64年毕业留校任政治辅导员、写作课教师；参加《写作》杂志创刊，
曾任《武汉大学学报》（社）副主编。
参加过多种图书、教材的编写。
这本著作系其研究意境、文气、美学、写作理论与写作技巧、编辑里论等文章的选集，对意境、文气
、美学等内涵作了新的审视，界定了新的定义，颇具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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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深邃的学术造诣精湛的编辑艺术——序张炳煊先生论文集意境产生缘由考意境“迷宫”探秘答问之一
——有关意境问题一答友人“诗离开了意境就无所谓诗”这话是否说得绝对了？
您说，刘勰所说的意象，应视为意境初始的一种表述，是不是说意象与意境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或者
说意象就是意境？
学界对意象与意境有不同的看法，认为意象是意象，意境是意境，意象是点，意境是面，意境包含意
象，你对这种看法如何考虑？
意境为什么必须以跳跃性的，语言并以意示手法写作才能产生？
您研究意境的时间有多长？
是什么时候对意境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
你在谈话中多次引用叶燮的用语，是否对叶燮情有独钟？
意境“迷宫”探秘答问之二——有关意境问题再答友人你认为诗具有朦胧性，是否也认同朦胧诗？
诗是可以分种类和流派的，朦胧诗怎么不能成为一个派别或诗的创作风格呢？
你刚才说先不谈李白的《静夜思》，为什么？
现在可否谈谈你对这首诗的看法？
诗的涅槃需要多长时间？
诗有遗传性吗？
意境的基因是怎样遗传的？
是什么诱因，导致你向文体方面研究意境产生的本原？
你对意境本原的发现是一种必然性还是偶然性？
意境“迷宫”探秘答问之三——有关意境与美学问题三答友人你文章中说“意境属美学范畴”，可否
谈谈你对美的一些看法？
美是客观存在的吗？
有人认为，美不是客观存在的，美是审美活动的产物，审美活动才产生美和美感，你对这种观点的看
法如何？
美的标准是什么？
能否找出它最本质的东西？
你认为美是审美对象给人的一种满足感、愉悦感，愉悦感好理解，满足感是什么？
是人的欲望的满足吗？
它包含什么样的内涵？
你认为意境属美学范畴，依据是什么？
文气的哲学审视及其实践价值文气文脉与审稿改稿柏拉图美学与假命题的纠缠——兼论美是什么叶燮
创作理论初探王国维文学“二原质”论文情说发微三题创作与胆识——读《原诗》札记为什么写不出
来？
如何运用歇后语“含笔腐毫”精神赞——读《文心雕龙神思》札记爱情凋谢的曲线——张曦娜小说《
变调》艺术技巧评析可贵的探索——读剧本《再回头是百年人》我想起丹顶鹤——《不敢写母亲》读
后论编辑的本体意识编辑称谓喻说之我见论编辑主体能动的超前性与遁形的逻辑性稿件要注意可读性
提倡“结合法式”审稿——关于提高刊物质量的一点想法审稿的切入角度及编辑加工学报三种特殊关
系之研究学报管理关键的一环——编辑队伍自身建设探析关于学报质量的几点思考学术园地絮语附：
生活印痕（二则）珞珈山生活回忆点点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困境中巧遇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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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无论如何却都必须作者对之有真切之感受，始得称之为‘有境界’。
”⑦此论颇有见地，是符合王国维“境界”说之要旨的。
要获得诗人之境界，诗人必须对所描写的对象具有真切的感受，然后能作艺术创造、皴染。
这也就是王国维“二原质”之说中所讲的：“苟无锐敏之知识（客观对象）与深邃之感情者，不足与
于文学之事。
”　　王国维对美成的《青玉案》（当作《苏幕遮》）词：“叶上初阳干宿雨。
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
”大加赞赏，又说：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
无为久贫（当作“守穷”）贱，轗轲长苦辛，可谓淫鄙之尤。
”但可以“无视为淫词、鄙词”。
⑨究其原因，王国维赞赏美成的词句，是因为它“真能得荷之神理”；他肯定后面这些诗句，是因为
这些诗句“真也”。
这里“真也”的“真”，并非淫荡不端的实际写照，而是由于幽怨愤发而出的一种感情的自然的流露
。
无论是“真能得荷之神理”的“真”，还是“真也”的“真”，都与王国维所说的真景物真感情的“
真”是相一致的。
这里的所谓“神理”、“真”，是近似于所谓艺术的真实性的概念的。
　　同时，王国维还提出了文学的“不隔”与“隔”等问题。
他认为，作者写出的情景“亲切动人”“精力弥满”为“不隔”，则为上乘之作；写出的情景不明晰
，有阻障，像“雾里香花”则为“隔”。
按照这个标准，他认为“陶谢之诗”、“东坡之诗”不隔，“延年、山谷之诗稍隔”，“梅溪、梦窗
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
为了阐明隔与不隔的标准，他分别选择了欧阳修的《少年游》、白石的《翠楼吟》两首词作例分析，
指出欧阳修《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阕；“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
千里万里，二月三月，（此两句原倒置）行色苦愁人。
”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
⑩但下阕“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了；白石《翠楼吟》：“此地。
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
王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
”便是“不隔”。
但写到“酒祓清愁，花消英气。
”则为“隔”⑩王国维还以诗为例，反复说明写景写情何谓“不隔”。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
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写情如此，方为不隔。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写景如此，方为不隔。
”　　王国维提出的“真景物”、“真感情”与“不隔”、“隔”，是两对不同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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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是指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对写作对象有没有真切的感受与率真的描写而言，后者是指作品的艺术效
果。
前者是因，后者是果。
以“真景物”、“真感情”写出的文学作品，便能语语都在目前，豁人耳目，沁人心脾，有境界，不
隔。
不以景物、感情的“真”，勉强作态，矫揉生造的所谓作品，便是“隔”的作品。
这样的作品，尽管作者在语言形式上下了苦功夫，但终因无言外之味，弦外之音，缺少意境，不能成
为佳作。
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一再慨叹白石的《惜红衣》二词，“格韵”虽“高绝”，但有格乏情，缺
少对景物与感情的“真”，不感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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