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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庆炳谈文心雕龙》

内容概要

《童庆炳谈文心雕龙》是“小红楼论学文丛”之一，全书共发4个部分，对“龙学”研究的“范畴”
进行了专攻，并提示了这些“范畴”的理论意义，具体内容包括《 “道心神理”说》、《 “奇正华
实”说》、《 “神与物游”说》、《 “杂而不越”说》等。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
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中国现代有两种学问是以书名命名的，第一是“红学”第二就是“龙学”。“龙学”者《文心雕龙》
学也。由于刘勰在先秦以来的一切文学创作经验基础上总结出了许多创作规律，因此特别有宻到当代
学者的关注。
我的“龙学”因此特点是专攻“范畴”，提示这些“范畴”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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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庆炳谈文心雕龙》

作者简介

童庆炳，1936年生，福建连城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
中国作协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中心主任，长期从
事文艺理论和美学的教学与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诗学与美学》（1992）、《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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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庆炳谈文心雕龙》

书籍目录

小引刘勰论文原、文变  《文心雕龙》“道心神理”说  《文心雕龙》“奇正华实”说  《文心雕龙》“
会通适变”说刘勰沦文体、风格  《文心雕龙》“因内符外”说  《文心雕龙》“循体成势”说  《文心
雕龙》“感物吟志”说刘勰论文学创作  《文心雕龙》“神与物游”说  《文心雕龙》“风清骨峻”说  
《文心雕龙》“情经辞采”说刘勰论作品构成  《文心雕龙》“杂而不越”说  《文心雕龙》“比显兴
隐”说  《文心雕龙》“言外重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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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庆炳谈文心雕龙》

章节摘录

《文心雕龙》“道心神理”说提要：前人对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的“道”的四种解说。黄侃和
刘永济把刘勰的“道”理解为“自然”，有其合理性。本文提出刘勰的“道”就是古老的“天道自然
”。刘勰的“道”具有衍化“文”的功能，可以分为三层次：自然之文、人工之文、艺术之文。刘勰
的“原道”论与“物感”论对应。刘勰的“道心神理”说属于朴素的存在论，它具有现代意义。《原
道》是《文心雕龙》一书的首篇，它跟下面的《征圣》、《宗经》、《正纬》和《辨骚》四篇，构成
刘勰自己所说的作为总纲的“文之枢纽”。刘勰在《原道》这篇文章里主要是要确立自己的文学观，
探讨文学的本源。“原”，“本于”的意思。“原道”就是本于“道”。《序志》篇中说：“文心之
作也，本乎道”，也是说明这个意思。刘勰把他著作的前25篇称为“纲领”，后25篇称为“毛目”，
那么这篇《原道》就可以理解为它的“纲领”中的“核心”之作了。一、对刘勰的“道”的四种解释
刘勰既然认为，文学原于“道”。那么，这“道”是什么呢？刘勰在篇中有“自然之道”和“道之文
”的说法。怎么来理解刘勰关于“道”和“道之文”的说法，历来有不同的理解，比较重要的有以下
四种看法：第一种，认为刘勰的“道”，就是儒家的以礼教为核心的“道”，因为“文之枢纽”有五
篇，其中头三篇是“原道”、“征圣”和“宗经”，这三篇在一个思想线索上，既然“征圣”和“宗
经”是鼓吹儒家思想的，那么由此可以推测第一篇“原道”中的“道”自然也就是儒家礼教之道了。
刘勰的确在一系列篇章中推重儒家圣人及其经典，所以学界不少人这样认定“原道”的“道”，不能
说是没有根据的。本篇也重点谈到孔子的作用。但是文章没有把孔子作为文章的源头，而是把自然万
物作为文章的源头。文章开头那些赞美大自然的话，特别引人注目。而且把“道”理解为儒家之道这
种理解有一个明显的局限，它主要不是从本篇的理论切入，而是由别的篇来推测此篇，它的根据不是
“自证”，而是“旁证”，在有“自证”的情况下，为什么要采用力量不足的旁证呢？这是值得怀疑
的。还有，刘勰作为一个精通佛典的人，在儒家逐渐式微的背景下，是否完全忠实于儒家一家，也是
可以研究的。另外，“原道”、“征圣”和“宗经”三篇以及后面的“正纬”、“辨骚”同属于“文
之枢纽”，应该联系起来考察，弄清楚这五篇的关系，那么我们对刘勰的“道”是什么也许就会有更
清楚的理解。这个问题较为复杂，我将在后面加以辨析。第二种，认为刘勰的“道”是道家之道，认
为是道家的“先天地生”为“天下母”的“道”，刘勰把“道”与抽象的神秘的“神理”相联系，是
先验的东西，相当于柏拉图的“理念”或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因此刘勰的“道”是“客观唯心主
义”的。例如钟子翱、黄安桢的《文心雕龙论写作之道》就持这种看法。刘勰的《文心雕龙》吸收了
道家的思想养料是一个事实。刘勰的著作中确有道家思想。但把“原道”的“道”完全断定为道家之
“道”缺乏足够的论据。而且这种看法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相提并论，似有把刘勰的思想“现代
化”之嫌。第三种，刘勰的“道”是兼有儒、道两家的道，即认为刘勰以儒家思想为主，也不排斥道
家的影响，魏晋玄学就往往以道家思想来说“易”，所以刘勰的“道”兼有双重的意思，广义的是“
自然之道”，狭义的是“儒家之道”。这其中又有“内儒外道”和“内道外儒”和“儒体道用”的说
法。其中也有学者认为刘勰由当时王弼、郭象的“明教本于自然”这一点切入，说明吸收了儒、道两
家观念的玄学是刘勰《原道》篇的思想基础。这一派人看到了刘勰的思想的复杂性，看到了《文心雕
龙》思想资源的多样性，“道”的多义性，是值得称道的。但其说法比较笼统，似应进一步厘清。第
四种，刘勰的“道”就是“自然之道”，是自然本身。持此说的有国学大师黄侃等。黄侃的《文心雕
龙札记》在解释刘勰的“自然之道”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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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庆炳谈文心雕龙》

编辑推荐

《童庆炳谈文心雕龙》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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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庆炳谈文心雕龙》

精彩短评

1、我太爱文心了,买了罗宗强,王元化等的评论,先生们的书都各有千秋
2、颇费心力。但我对这种手法有些怀疑。
3、是一部非常到位的著作我十分喜欢
4、哇哈哈 好少人读的书我在读 托成哥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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