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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古代传统思想对阅读的渗透 
◆张绪岚 

（江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江西省南昌市  330022） 

 
中华传统文化渊源流长，博大精深，纷繁复杂，这绵长的文

化瑰宝孕育了许多优秀传统理念，它们有着鲜活的生命力，至今
都深深影响着我们阅读方式方法。从古至今，影响我们阅读活动
的古代传统理论举不胜举，因此在这主要探讨几个较为耳熟能详
的古代传统思想理念对当今阅读的渗透。 

一、“诗言志，歌永言”  
在文学艺术的各种体载中，诗产生的时间 为悠久，人们对

于文学艺术的认识也必然开始于诗歌。先秦时期，《尚书•尧典》
关于诗歌功能和价值的认识影响深远。“诗言志，歌永言，声依
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其中有一句“诗
言志，歌永言”被唐代孔颖达称道：“经典言诗，无此先者。”（《毛
诗正义》）“诗言志，歌永言”是舜帝与其乐官夔的一段关于诗歌
功能的对话，意思就是用诗来表达人的抱负与志向。《毛诗序》
也有提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言志”
是对诗歌功能和价值的 早评判，至今都影响着我们对诗歌的阅
读鉴赏。所以“诗言志”虽然只是简单的三个字的短语但它的内
在意蕴是丰富深刻的，它所产生的时代相距现在已经非常遥远，
使之成为 早的“诗学理论”，但它对当今的诗歌阅读鉴赏和品
味依然发挥着指导作用，依然充满生机和活力。 

二、“以意逆志，知人论世” 
“以意逆志，知人论世”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重要命题，也

是当今我们阅读教学使用 为频繁的理论之一。“以意逆志”出
于《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以意逆
志，是为得之”强调阅读过程中读者的主观能动性，可以认为是

早的“接受美学”的理论。“知人论世”出于《孟子•万章下》：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知其人”，就是要完整地了解作者，包括作者的生活遭遇、思
想情感和审美趣味等诸多因素，“论其世”就是要考察作者所处
的时代环境、生活状况、重大历史事件，以达到了解文章之写作
背景的目的。 

“以意逆志”是把握文本的内部信息，“知人论世”是注意
收集有关文本的外部信息。在阅读《红楼梦》时，不同的人有不
同的看法，鲁迅评曾评价：“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
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
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读者在阅读之前不是空着脑袋去阅读
的，而是带着自己的知识背景、生活经验去理解文本，这就是用
“以意逆志”的阅读理念阐释读者所读到的文本内部信息。我们
要了解曹雪芹本人所处的时代背景，生平事迹，生活遭遇，联系
曹家的发展由兴盛到衰败的过程正如小说里的贾家的发展如出
一辙，就比较容易理解红楼梦这部小说的发展脉络。这是采用“知
人论世”的理念来收集文本的外部的信息。综合内外部信息就能
比较全面而准确的解读文本内涵。 

三、因象悟意 
对于意象的来源，《周易•系辞》早有“观物取象”、“立象以

尽意”之说。这里的“象”是卦象，符号的意思。后来诗学借用
并引申之，“立象以尽意”的原则未变，但诗中之“象”已不是
卦象，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具体可感的物象。因此，意象被称
为解读诗词的钥匙。我们在阅读鉴赏诗歌时，往往可以因象悟意，
也就是通过作者描写的具体可感的物象来体会作者的所表达思
想意图。 

这里以《荷塘月色》中的“荷”与“月”两个意象为例。关
于“荷”的意象，荷叶：“田田的叶子”“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荷花：“袅娜”“羞涩”，荷香：“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写“月”
的意象：“流水一般”的月色泛出“牛乳”般洁白、柔和的色泽。
通过解读《荷塘月色》中 重要的两个意象——“荷”与“月”，
从而把握作者情感，它们象征着朱自清高尚的情操。 

四、“诗无达诂” 
诗无达诂”是我国古代解释学的一个经典命题。董仲舒《春

秋繁露•精华第五》有“日：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
达辞”诗不仅是诗人“言志”而成的，同时也是经学家“诂”诗
而成的，不仅是诗人写出来的，同时也是读者读出来的，用西方
解释学的话语来说，“诗无达诂”也就意味着作者死于读者。一
个经典的文学作品，通常都有不竭的生命力，其原因就是读者们
总能从其中不断地发掘出新鲜的东西。这其中有一部分是作品本
身就蕴含的，也有一部分是读者的再创造，再生成。 

这里例举一个王荣生老师的教学案例，王老师讲一堂五年级
的课，篇目是顾城的《远和近》，这首诗没有标点，王老师让学
生分小组讨论，然后让每个小组拟一个他们认为 精彩的、 富
有创意的标题。随后请每个小组把标题写在黑板上。有一个小组
的题目是“距离”，有个小组的题目很长，“看起来很近其实很遥
远”，这个意思与原题目《远和近》已经很接近了。还有几个小
组的题目很奇怪，我们成年人绝对想不出来的，比如“障碍”、
“自然”、“优美”。小朋友们的独特视角理解与感受，王老师并
没有去评价其正确与否，而是以“诗无达诂”的理念鼓励学生去
打开诗歌的不同侧面。 

五、“披文以入情” 
刘勰在《文心雕龙》的说：“夫 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

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意思是指作者的创作是情
动而辞发的过程。“情动而辞发”，先有情感的萌动，需要表达出
来，然后才形诸文辞；“披文以入情”，通过阅读，理解文章的文
辞，进而体会作品的情理。刘勰相信通过文辞可以准确地理解作
者的心思，就像沿着波浪可以追溯源头一样，通过文辞可以认识
到作者的心志。因此，读者的阅读需要通过“披文”“沿波讨源”
才能将“幽”的感情“显”出来，在阅读教学中，辞是波，情是
源，辞是路径，情是目的，辞与情不可分离。 

以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为例。作者先交代了开追悼会那
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这徘徊不是饭后茶余之消遣，而是作
者对刘和珍等人的牺牲万分哀伤之情郁结的徘徊。“四十多个青
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此时，作者心
中“哀痛”之情已溢于言表。从第一节的“我实在无话可说”到

后一节中“我已说不出话”，作者的情感已经达到了语言都难
以表达的极致悲哀。作者满篇锋利的言辞，我们这些观文者完全
可以通过这些辞“披文入情”去体会作者所描绘的似人非人的世
界，感受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 

古代传统的思想记载了中华民族阅读的心路历程，积淀了丰
厚的阅读经验。阅读活动与古代传统理论的关系就是：那么远，
这么近。无论这些古代传统离我们多么地遥远，它们始终活跃于
我们的文本解读，存在于我们的阅读活动，指导着我们的阅读教
学，并且随着时代的更迭，西方文学理论的注入，不断地获得新
的阐释，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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