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2021年 3卷 5期 ISSN: 2661-3751(Print); 2661-376X(Online)

古代文学作品的审美阅读及意义阐释
孔艳霞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河南  郑州  451150

【摘  要】关于文学作品的审美阅读与意义阐释历来的人向来有不同的解释，不同的流派有不同的解释方法，而我国古代

文学作品典籍又浩如烟海，不可能全部读完。本文选取了比较有影响、比较普遍的解释方法对解读文学作品进行说明，希

望对我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审美阅读及意义阐释有一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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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华民族拥有上下五千年的恢弘历史，在文学作品

上的数量也是浩如烟海。上至《尚书》，下至明清小说，

都算得上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学作品的精品。我国古代文

学作品是我国古代人民留下来的极其珍贵的文化瑰宝，

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审美以及意义阐释不仅是了解我国

精神传承的重要途径，也会对我们在新时代的生活产生

积极的影响和教训。

一、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分类
想要系统地了解中国的古代文学作品，为其作出分

类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在我国古代，最早出现的划

分文学作品的分类方式分为韵文和散文：即押韵的文学

作品都分为韵文，不押韵的都分为散文。但是在唐传奇

出现以后，这种划分方法出现了漏洞，因为唐传奇既不

属于韵文又不属于散文，一千多年的时间中，对唐传奇

及之后出现的一些唐传奇样式文章的划分方法一直存在

争议。到清朝人编写《四库全书》，将搜集整理到的所

有清朝以前的著作都进行整理划分，分为经史子集四种，

这种划分方法算是比较全面，但是它收录的不只是文学

作品，还包括历史著作及技术书籍，分类方法比较杂乱。

现代在文学文论上对文学作品的使用最广泛的划分方法

即是四分法：将文学作品按照体裁分为小说、散文、诗

歌和戏剧。有不少学者将这个方法套用到中国古代文学

作品的划分中，这也是现在公认的划分方法。需要注意

的是，古代的“小说”和现代的“小说”意义不同，古

代的小说本意是稗官小道之言，相对于圣人之言，并不

是指现代文学中的虚构作品。例如《世说新语》在现代

被划分为小说，但是在古代却一直长期被划分为史书，

我们在阅读古代文学作品时要格外注意词义的变迁和改

变。

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审美阅读
1.文本细读

在文学作品的审美阅读中，一共有四个要素在起作

用：文本、作者、读者和世界。任何文学理论都是立足

这四个要素的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建立起来的。文本细读

起源于 20世纪的西方，它强调重视文本本身的力量。要

求读者在阅读时以文本本身为中心，重视文本本身内在

的结构，重视语境对语义分析的影响。文本细读理论认

为是文本内字句的排列方式形成了文本不同与其他文本

的特殊含义。例如杜牧有一首诗叫《清明》这首诗本是

七言四句，诗歌的前两句要表达的意思是羁旅行路之人

的愁苦烦闷，但是后人通过对其标点符号、断句的改变

改变了这两句诗的意境。又如诗人贾岛有一句诗叫做：“僧

敲月下门”，诗人在作诗时就推字还是敲字犹豫了很久，

最终还是选择了敲字。后来人不乏论证敲字之精妙的文

章。无论哪个字更胜一筹，我们都不难看出，两个字放

到同一首诗中所表达的意境大为不同。敲字显得礼貌，

也衬托出了夜色的宁静，推字显得随意，好像在自己家

一样，没有上一个意思那么拘谨。这都是文本细读在文

学作品审美中的具体作用。

2.意境说

意境说是中国古代对文本赏析的最高境界，古代文

人称赞某个人诗写得好往往不会具体说出哪里、如何、

怎样怎样好，而是仅仅用一句意境好就代表了最高的鉴

赏。我们在学习古诗词时也经常会看到意境这个词的出

现。那么究竟什么是意境，为什么中国古代独尊意境？

在中国古代人看来，语言是不足以表达出诗人的全部意

思的。道家学说最重要的命题之一：“言不尽意，得意

忘言”指的就是这个。那么既然文章无论怎样做都不能

够把作者心中所有的意思都表达出来，无论如何作品和

思想都隔着一层，就像用镜子去照，无论镜子中的物体

多么逼真都只是假的，我国古代的作者和文论者索性就

不再纠结如何将心中的意思全部用语言表达出来了，他

们转而将全部心思沉浸在意境的营造当中了：我不说我

想的是什么，我把意境摆出来，你自己进去看吧。这就

是中国古代人的智慧。

关于意境，其实也是言语所不能表达的，当一个人

有了一定的文学修养之后，他自然就能够体会到意境的

存在。例如由元曲四大家之一马致远创作的著名作品《天

净沙·秋思》，凡是有文学修养的人读到之后都会不约

而同地感觉到一个凄苦悲凉的画面，这就是意境的营造。

又或者李白的诗句“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每个人读到都会惊叹其中震撼般的美，体会到李白的豪

情壮志，好像自己在那一刻被李白附身了一样，这就是

意境营造的魅力：你亲自来体会，我不用说，你也能知

道我是什么心情、什么意思了。

3.写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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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一直以虚写、以意境的营造为尊，

讲究用最少的字表达最多的画面、最大的意境和最复杂

的感情。例如杜甫的《登高》，短短几句诗，诗人几十

年的心路历程都体现得淋漓尽致。但是这是在诗歌、散

文等文学作品中。随着明清时期小说、戏剧这两类文学

形式的兴起，写实主义开始在我国古代文学中流行起来。

其中原因在于小说、戏剧最初不是写给高雅的文人看的，

而是写给一般小市民看的，小市民们因为文化修养不足

的原因，无法理解诗歌、散文等阳春白雪，甚至读都读

不懂，他们只对下里巴人感兴趣。在明朝官场的黑暗统

治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之下，好多文人靠做官根本吃不饱

饭，他们就操起副业，开始写话本小说到市场上去卖，

这话本小说后来就演变成了小说和戏剧。在话本小说的

创作中，越是描写细致的卖的越好，也就形成了一个良

心循环：小说越来越重视细节描写，在整体上虚构，细

节上真实，最终这个成为了小说的传统，在经过时间的

积淀之后，也伴随着统治者对文人越来越残酷的镇压，

越来越多的文人投身进入小说、戏剧的创作中，戏剧小

说在不断的繁荣之下终于到达了顶峰。例如汤显祖是戏

剧的大家，曹雪芹是小说的集大成者。在《红楼梦》中，

所有的家具、环境描写都真实到无以复加，但是故事却

从一开始就说明完全虚构，但是其思想又是真实地表达

了当时社会环境的方方面面，可谓称得上写实的杰作。

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意义阐释
1.诗言志

在中国古代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中，一般分为两种说

法。其中一种说法就是诗言志。这种说法最早出现在《尚

书》当中，后来经儒家学者的进一步阐释而发扬光大。

诗言志的观点认为文人的文学作品所要表达的文人的思

想、抱负以及远大志向。其中偏向于侧重政治方面。例

如在王勃《滕王阁序》中。历来《滕王阁序》为人所称

赞的都是其景物描写的优美，尤其是“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句，更是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句。但

是王勃写下这首《滕王阁序》的目的却是在表明自己的

远大志向。在涉及到具体的文学作品的意义分析时，我

们往往采用还原法，将诗人当时创作的历史背景以及诗

人的心绪都还原出来，从而探究诗人的真正意思。例如

孟子的文学观点“知人论世”就是采用这样的方法，孟

子讲求从一个人的文学作品中能够看出这个人的抱负以

及他当时所处的环境是文学批评家的必备素养。文学作

品表达的意义多种多样，有爱国思想、隐逸思想、对爱

情的忠贞等等，需要结合具体环境进行分析。

诗缘情

另一种说法就是诗缘情，这种说法最早在六朝时期

由陆机提出，他认为诗歌并不一定需要为了表达诗人的

某种思想或者政治抱负，诗人可以单单为了自己的心情

而写作。这种说法的提出是由于当时的文学环境重视诗

歌本身，讲求诗歌本身的美感，讲求华丽与奢靡。虽然

立意有些偏颇，但这种观点却没错，并被传承了下来，

一直与诗言志说分庭抗礼。这种说法与浪漫主义颇有些

相似，就像诗言志说比较倾向于现实主义一样，但绝不

能把他们等同于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例如唐朝被誉为

孤篇压全唐的名篇《春江花月夜》就只是在表达一种心情，

而不涉及任何的思想抱负。

四、结束语
中国古代文化博大精深，现代文学批评理论又多种

多样，无论怎样理解文学作品都有一定的意义，不能说

错。想要在古代文学的阅读和研究中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需要保持对作品大量的阅读。罗兰巴特说“作者已死”，

无论从文学作品中读出怎样的理解或意识，能满足当下

的需求就是阅读文学作品最大的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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