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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文学审美风格》

内容概要

《文本文学审美风格》是苏敏三十余年研究的成果之一。从中国言志诗与西方模仿文学互照互识出发
，用符号一结构方法重新解读文学现象。在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罗兰·巴特第二性附加意义系统基础
上，笔者还借助于皮亚杰结构层级、贝塔兰菲开放系统展开推演文学符号结构层级，从文学符号的起
点、单位开始，逻辑一贯到底地讨论文学符号连续构成过程，从符号一结构角度阐释自然语言与文学
、文学手法与文学风格、文学客体与文学主体、文学活动与其他精神文化活动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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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文学审美风格》

作者简介

苏敏，1982年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1990—1991年前苏联访问学者，研究俄
苏诗学。2000—2001年北京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研究先秦诗歌、哲学。2008年获四川大学文艺学博
士学位。在《文艺研究》、《文艺理论前沿》等刊发表《跨文化文学比较方法》、《符号一结构与文
学性：从文学手法两大层级阐释文学性》、《再论符号结构与文学性：从文学风格两大层级阐释文学
性》等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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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文学审美风格》

书籍目录

自序
第一章 引言
一 文学审美风格的研究对象
二 文学审美风格研究的方法
三 符号—结构方法：文学审美风格命题逻辑推演的方法
四 文学审美风格论研究的起点、单位
第二章 中西文艺学风格理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一 西方风格理论研究的历史
二 中国“体”论研究的历史
三 20世纪中西风格理论研究
第三章 最小文学手法
一 文学作品中的最小文学手法
二 最小文学手法的构成
三 最小文学手法的两次结构转换
四 最小文学手法的纵聚合类型
五 最小文学手法的结构特征
六 最小文学手法的文学性
第四章 文学审美风格个体
一 文学审美风格研究的相关概念
二 文本手法统一体
三 文本纯文学风格
四 文本文学审美风格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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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文学审美风格》

精彩短评

1、理论特别特别扎实的真正做研究的学者。再次反证了学术界有相当的名气与学术水平不成正比的
人存在。
2、《文本文学审美风格》主要讨论文学手法、文学风格两个层级构成的文学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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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文学审美风格》

精彩书评

1、20世纪是语言学的世纪，是学界共识。从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为代表的语言符号学，到罗兰
·巴特《符号学原理》为代表的普通符号学，能指与所指、组合与聚合、共时与历时以及符号系统等
话语不仅成为20世纪语言学的流行话语，而且，成为整个人文学科的流行话语，标志着20世纪重要的
思维方式革命。不过，在系统思维方式影响下的俄苏诗学，或者是罗兰·巴特的文学符号学，并没有
完成文学符号学系统的理论建构，这也是学界的共识。遗憾之余也有欣慰之处，因为前人留下的空白
正是后人努力的空间，在世界符号学研究向社会符号学转向的21世纪，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
版发行的苏敏著述《文本文学审美风格》正是这种符号学研究转向的一种有益尝试，正是为全面建构
文学符号学所结出的一颗果实。可能是搞符号学研究的缘故，同仁学友凡有符号学字眼的新书大作往
往都给我寄上一本，工作之余我总把这些赠书奉为至宝品尝一番。实话讲，由于大家学术背景及研究
问题并不完全相同，所以对作品欣赏为多，留神为鲜。但《文本文学审美风格》这本书却着实吸引了
我、打动了我、甚至促动了我，该书中充满的问题意识、方法意识、风格意识、实证意识、拓新意识
令人耳目一新，大有提笔评述之冲动。在当今时代，学术研究最可贵的是问题意识，这点在书中俯拾
即是。比如：涉及到符号学的难题——为什么雅各布森语言学诗学不能解释理论？为什么文学符号不
是封闭的？怎么解释这种不封闭的文学现象？开放符号不同层级之间的关系应该怎样阐释？结构要素
究竟怎样界定？涉及到传统文艺学的难题——什么是风格？自然语言与文学的关系是什么？语言风格
与审美风格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什么是文学手法？文学手法与文学风格之间的关系怎样阐释？为什么
文学包括主体与客体？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怎样理解？怎么解释20世
纪60年代苏联学界关于文学风格的争论？怎样解释中国传统的体论，怎样理解中国传统诗歌的言志说
、神韵说？涉及到20世纪文学理论的重大难题——中西文学审美价值判断的差异究竟是什么？怎样理
解文学传统？文学种种类型究竟有哪些？其间存在什么关系？为什么俄国诗学只是开花没有结果？为
什么罗兰·巴特文学符号学没有成功建构理论体系？什么是文学性？20世纪上半期的形式主义，结构
主义与20世纪下半期的现象学美学，接受美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为什么结构不是封闭的，却不需要
解构？涉及到中西哲学的难题——什么是中国传统的气？康德的审美理想怎样理解？胡塞尔纯事物与
意向客体怎样理解？等等。对这些问题和难题，作者不仅直言提出，而且还勇敢地作答。你可以不同
意作者的所思，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学者知识积累之深厚，逻辑推演之精慎，命题断言大胆假设小心
求证之惊心动魄；你可以不认可任何理论系统建构，你可以不同意作者的具体所想，但是，你不可以
否认该著述的学术尊严，不可以不尊重该著述中一个真正学人的勤奋、聪慧、淡定、坚韧和奉献！之
所以对作品充满好感，还在于作者的方法意识。《文本文学审美风格》非常重视方法论问题。其中，
第一章第二节谈的是文学审美风格的研究方法，主要探讨了狄尔泰的历史理性批判关于经验出发与整
体逻辑重构逻辑推演的观点，以及西方从培根以来的科学严谨态度与方法，中国乾嘉学派朴学的严谨
态度与方法，作者还在叶维廉文化模子寻根法基础上提出了诗学模子寻根法，从这些基本研究原则与
方法可见该著述的严谨是作者的自觉追求。符号学的著述自然离不开符号学的方法，关于罗兰·巴特
符号第二性复合系统，以及皮亚杰符号的自我调节的方法均在第三章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尤其是在
把“结构”与“符号”并提之时，不仅使用了传统符号学方法，还引入了皮亚杰演绎性结构主义方法
论，大胆地将传统符号学或传统文学符号学与皮亚杰演绎性方法论相结合。而在第四章，还使我们看
到了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的分析与应用。除此之外，该著述还使用了传播学理论的模式方法、定量方法
以及20世纪西方学术其他一些方法。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还推崇文学审美风格研究的“起点与单位”
。客观地讲，并不是所有的理论建构都有起点与单位的，但是，该著述严格遵循严谨科学研究的程序
，从起点与单位开始，这本身就是一种值得尊敬的学术方法。该书的思想观点可以给读者以信任感，
这来自于作者的实证意识。全书读后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苏敏的符号-结构诗学理论体系逻辑自强，
推演严密，在其文学符号的研究中发现了作者特有的理论精慎与理论深度。同时，由于该理论体系建
立在中国古代言志诗与西方模仿文学互照互识实证基础上，因此该著述不是逻辑推演的游戏，没有泛
泛而论的空疏，结论从材料得出，每一个断言都言之有据，同时，每一个断言都可以解释文学现象，
有当下理论建构缺乏的实证研究之厚重。此外，该著述用了整整一章（第二章）近90页的篇幅，仔细
梳理了中西文学风格相关研究的文献。第一节，从亚里士多德《诗学》开始梳理西方风格理论；第二
节，从先秦的气开始，再到文论的气，再到文论的体，梳理中国古代体论；第三节，关于20世纪中西
文学风格文献梳理。其中不仅介绍相关文献的基本观点，还注意文献前后之间关系的梳理，还有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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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文学审美风格》

的评价分析。正是在这样的逻辑、实证、以及文献基础上，作者从文学混沌体中揭示了从文学手法到
文学风格的四个层级以及嵌套关系。无庸讳言，该书中的许多断言可能还有待学界的进一步研究，但
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把该著作视为一种真正的文学符号，或者社会符号研究中的一家之言，这点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需要指出的是，该著作所持的严谨、精缜、厚重学术态度，在治学浮泛的当下显
得非常难能可贵。本书的主旨是谈风格的，自然在书中要充分显现作者的风格意识。在第四章“文学
审美风格个体”中苏敏对文学符号的结构层级的研究很有韵味。第一节，从罗兰·巴特符号学与皮亚
杰结构主义讨论文学符号的结构等级序列，借用传播学的方法提出文学符号的模式：（ERC）RC4，
并在学界关于自然语言的“言语”与文学“言语”的差异难题上提出自己的独立判断。第二节，文本
手法统一体，提出了以文本为单位的文学手法，从符号结构整体角度阐释了题材、体裁，结构布局，
形象塑造，语体风格等问题。该节讨论了文本文学手法的构成，即能指与所指、纵聚合类型、结构要
素以及结构要素，并从文本文学手法来看文学性：虚构造型性。关于文学风格，作者从胡塞尔现象学
出发，把文学风格大胆分为两个结构层级，并用两节分开讨论，就文学的主体性、客体性的纠缠提出
自己的独立判断。第三节，文本纯文学风格，借用胡塞尔的纯事物概念界定文本纯文学风格，讨论文
本纯文学风格的构成、结构要素，纵聚合类型等，第一次大胆提出作为文学客体的文学风格是文学想
象空间，属于第三空间，分为经验与超验两大类型，并就文学想象中的确定点与不定点问题提出自己
独到见解。在第三节，作者还辨析了文本文学手法与文本纯文学风格的差异，并辨析文本文学手法的
文学性与文本纯文学风格的文学性之间的差异。在第四节，作者提出康德的审美理想都是以文本为单
位的，并指出文本审美理想的纵聚合类型是文本主题与文本艺术意志。其中，文本艺术意志是结构要
素，异质文化的文学活动的文本艺术意志是不同的，比如中国的言志、西方的模仿。在文本审美理想
特点讨论中，作者对文学直觉、游戏功能、政治功能、教化功能等，以及一千个读者一千个哈姆雷特
的现象等作出自己的独立阐释。在讨论了文本文学审美风格诸问题之后，作者又对文本文学审美风格
这个文学本体研究中的重点以及难点问题作出了自己的界定，并讨论其文学性。在作者看来，文本文
学审美风格，就是文本文学手法、文本艺术图画、文本想象空间三位一体的，它们包含于不同文化独
特审美价值判断的整体之中。不同文化之间审美价值判断差异，只是趣味不同，不存在高低差异。与
苏敏交谈中得知，上述这个断言，正是作者三十年前开始思索并研究这个问题的出发点。人常说十年
磨一剑，这三十年磨出的一剑应该是锐利并坚韧的。《文本文学审美风格》是文学理论书籍，它不可
能像小说那样用“引人入胜”字眼来形容，但完全可以用“饶有兴趣”来比喻，这种“引力”主要来
自作者的拓新意识。其实，上述所谈的“问题”、“方法”、“实证”、“风格”意识都可归入拓新
的内容，这里再补充两点。一是作者从罗兰· 巴特符号第二性附加意义系统理论出发观察中西经典文
学作品，修正了罗兰·巴特关于文学符号属于符号第二性附加意义系统的命题，充满勇气地提出了文
学符号是包括四个结构层级的整体的断言，并引入皮亚杰的演绎性结构主义方法论阐释文学符号四个
结构层级之间的关系，建构了不同于罗兰·巴特文学符号学理论体系，因而可谓建构了符号-结构诗学
理论体系。二是在第三章用“最小文学手法”来讨论文学符号的第一个结构层级。最小文学手法是作
者从中西文学现象中悟出的一个概念。第一节首先界定了最小文学手法概念本身；第二节讨论了最小
文学手法的能指与所指问题；第三节从罗兰·巴特第二性复合系统与皮亚杰自我调节出发，分析了最
小文学手法两次结构构成情况，作者在这里揭示了文学符号构成的秘密——自然语言符号只有一次结
构转换，文学符号才有两次结构转换；第四节指出了最小文学手法的纵聚合类型，第一次将传统的叙
事、描写、抒情议论等手法作为最小文学手法类型加以系统阐释，并指出最小文学手法属于全人类共
享的集体记忆；第五节从皮亚杰结构主义辨析最小文学手法的结构特点，比如整体性、结构要素以及
自我调节性等；第六节从最小文学手法层级探讨文学性，指出文学最小细胞体现的文学性是虚构造型
性，并以具体文学现象加以说明。可以看出，作者对于最小文学手法的理解独特并深厚，正是运用这
一工具言之有据、言之有理地阐明了自然语言与文学符号之间的差异以及文学符号构成的秘密，并对
文学性这个重要而纠缠的命题做出自己的独立判断。《文本文学审美风格》主要讨论文学手法、文学
风格两个层级构成的文学现象，但是，该著述提出的文学符号嵌套关系其实建构了一个建立在扎实的
文学现象基础上的、系统严密的文学符号学理论体系，更精确地说，一个符号－结构诗学体系。当然
，《文本文学审美风格》还提出了文学审美风格复合体概念，提出文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可能
由于受时间和篇幅所限，在该著作中没有完全展开讨论，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余地，我们期待作者的
第二部著作问世，并对相关问题予以揭秘。总之，读完了苏敏的新作，仿佛完成了一次文学理论之游
。一个一个绕人概念的界定清晰明确，一个一个复杂逻辑的推演精缜严密，一个一个关于符号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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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文学审美风格》

学本体研究等重要而纠缠问题的回答令人信服，一个一个或旧题或新话的断言大胆新颖，让人感受到
这位长江边的学者在带我们领略三峡一处处美丽风景，一会儿是秀丽的巫峡，一会儿是壮美的夔门，
而且，这种风景一直贯穿在整个著述阅读过程中，美不胜收。首发于符号学论坛
：http://www.semiotics.net.cn/index.php/publications_view/index/4321
2、《文本文学审美风格》是苏敏三十余年潜心问学的集成之作。置身于信息过剩、理论翻飞的后现
代社会和学术语境之中，却能够三十年如一日，坚强执着于一个学术方向，孜孜以求于一个学术命题
，博学慎思，明辨笃行，推陈出新，有所发见，殊为不易，难能可贵。本书在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罗
兰·巴尔特第二性附加意义系统基础上，借助皮亚杰结构层级和贝塔朗菲开放系统推演文学符号结构
层级，从文学符号的起点单位开始，一脉相承地探讨文学符号的构成过程，从符号—结构角度阐释自
然语言与文学、文学手法与文学风格、文学客体与文学主体、文学活动与人类其他精神活动之间的关
系，洋洋洒洒，委婉有致。吾读此书，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强烈感受和匪浅获益，不揣冒昧，诚与诸君
分享。一、   符号世界，诗意求索二十一世纪十余年以来的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学术发展历程
，已然表明这将是一个符号世纪，我们身处的后现代社会正是一个符号世界。在这个符号世界里，人
们的衣食住行、学思论作，无不被符号所充斥、浸染、引领和控制，对形态各异，不一而足的符号进
行符号学的研究与探讨，从宏观视野和理论高度加以认知和把握，已经成为关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
、学术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和立足点。值得称道的是，以赵毅衡教授为代表的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符号学研究中心，已经在这个领域做出了许多开拓性的理论贡献和研究实绩。“一花不是春，独木难
成林”，我们也欣喜的看到，有许多专家学者和教师学生也对符号学表现出极大的研究兴趣，并结合
自身的知识结构和现实关注，以饱满的热情做出了诸多有益的探索。然而，也不得不承认，当前的符
号学研究存在着一些理念性的偏差和技术性的硬伤，突出的表现就是：在用符号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
客观的世界和对象时，欠缺互文性的观照。比如在文学符号学的研究过程中，因为较少用文学自身的
理论和文本介入，因此更多只是简单、便捷地用符号学理论对文学现象进行审视研究，而这显然还不
能算是真正的文学符号学研究。苏敏的《文本文学审美风格》把符号—结构理论和文学审美理论有机
的结合起来，进行系统、逻辑的并案研究，有效地规避了单向言说的结构风险，不仅从具体而微的最
小文本手法开始，逐层有序地探讨文学的审美风格问题，也通过对文学审美的理论梳理，关注审美理
想对于文本符号结构的价值，这无疑是一种诗意的求索方式。如此一来，枯燥的符号—结构论说也变
得丰盈和诗意起来。本书以文本文学为载体，以审美风格为对象，研究文本文学的审美风格何以生成
及审美风格对文本文学有何制约。苏敏认为，文本文学审美风格是文学符号第五个结构层级或者说第
六性附加意义系统，亦是文本文学符号个体连续构造过程之最高结构层级，文本纯文学风格是其能指
，与此相应新的所指是文本审美理想，文本纯文学风格与文本审美理想相互作用转换构造过程整体、
文本主题与文本艺术意志两大纵聚合类型，即文本文学审美风格之意义与价值。文本审美理想是文本
文学审美风格结构要素，赋予文本文学审美风格意向客体之基本性质与功能。文本艺术意志是文本审
美理想结构要素，使文本主题保持文学虚构-造型以及文学想象空间性质与功能参与同一历史时空精神
文化建构。[①]需要指出的是，苏敏在书中所用到的“审美理想”来自于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的
术语，是关于审美观念-审美理想的基本界定：某种观念与表象的统一。但苏敏出于服务本书研究主题
的需要，特意对之做出了界定：首先，文本限定之“审美理想”，是文学符号第五个结构层级之所指
，不是外在于文本文学手法-文本文学想象具象-文本文学想象空间的审美理想。其次，文本限定之“
审美理想”，其与表象统一之某种观念，不仅仅限于文化精神，还包括艺术意志，它是文本主题-伦理
价值判断与文本艺术意志-审美价值判断相互作用整体。最后，文本限定之“审美理想” 存在于具体
历史时空文本文学手法-文本文学想象具象-文本文学想象空间，以及诗学文献中，它不是泛泛而论的
概念，不是永恒不变之绝对存在，也不是人类共享之普遍存在。[②]这样的概念界定和研究思路，也
从某种程度上保证了本书语言内容和思维逻辑的诗意性，增强了理论著作的可读性。实际上，在这个
符号泛滥，意义凌乱的喧嚣躁动的社会生活里，如果心中蕴含着诗意并能诗意地求索学术的理想，那
么这样的学术人生一定是充实丰盈、快乐幸福的。阅读此书的自序和后记，那些关于师尊的记忆、学
统的承继和问学的艰辛的深情而质朴的文字，都能让我强烈地感受到这种诗意的求索带给作者的寂静
诗意和真心欢喜。二、   直面失语，发掘传统自曹顺庆教授一九九五年提出中国文论“失语症”以来
，近二十年已经过去了，但中国文论依然“失语”着，究其原委，对于中国文论经典的深入研究的缺
失是一个重要原因，于是，所谓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就轻易地被“以西释中”所替换，这是比
较低级的中国文论的现代化途径。如何应对“失语症”，成为学者们无法回避的心结，与其在痛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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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徨，不如在理想中超越，只有通过扎实有效的学术研究实践，才能徐徐改变“失语症”的尴尬。苏
敏的《文本文学审美风格》就是这样一本直面失语，发掘传统的理论著作。在研究对象的确定方面，
作者认为刘勰的《文心雕龙·体性》所说的“体性”之“体”指包含作家“心性”和作品“体”之“
异面”两个层面的整体；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作者注意到中国传统朴学的价值；在中国“体”论研
究的历史梳理过程中，准确地从“气”、“体”和“风格”三个层级对中国哲学经典如《周易》和《
道德经》、中国文论经典如《典论·论文》和《文心雕龙》、非传统文论经典如《左传》和《黄帝内
经》进行文本细读和意义阐释。作者关于以上三个方面的探讨扎实详尽，不乏精彩的论说，比如：通
过对《左传》的考察，作者确定使用“气”的文献共计五篇、十九次，并从语义分析的角度，分别指
出与天有关的“六气”：阴、阳、风、雨、晦、明；与人有关的“气”又分为与人的自然生命有关的
“血气”和与人的精神有关的“勇气”和“声气” ；（110）通过对学界关于《黄帝内经》在中国哲
学史上地位认定的考察和重估，作者认为在《黄帝内经》中，“气”不仅是一个医学术语，也是一个
生命哲学术语，是对《易传》和《管子》的继承，体现了阴阳五行（董仲舒《春秋繁露》）宇宙观支
配下的中国文化精神对人的个体生命现象的理解，是解读曹丕“文气”说和刘勰“体性”论时不可忽
略的文化历史语境；（115）通过对《文心雕龙》的篇章结构和“体性”与“体势”的考察，作者认为
《文心雕龙》不是一部文学批评专著，而是风格轮专著。（140）这些源自于经典细读的真知灼见，是
阅读本书过程中的愉快收获。笔者认为，新世纪以来，在关于文学的相关理论的研究过程中，离开和
放弃对于文学作品文本的关注、品读、想象、体悟和意义发掘，而一味凌空蹈虚的建构理论大厦，是
中国文论的“失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而中国文艺美学的一个传统就是回到作品本身来感受诗意情
感和体悟人生真谛。苏敏的《文本文学审美风格》在这个方面也有不俗的表现。比如，在论述最小文
学手法是文学符号的起点，最小文学手法的所指是不可再分的文学想象具象时，以《诗经·周南·关
雎》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为例，认为如果没有关于“在河之洲的雎鸠”
之景物的描写所创造的文学想象具体形象，象声词“关关”虽然具有双声叠韵的音响效果，虚字“之
”虽然可以传达委婉悠长的意味，但是他们却只能在古代汉语中作为虚字和双声叠韵的例证而已。
（204）除了本书中这些作品的分析，作者还曾在论述最小文学手法是文学风格的较低结构层级时，以
王维《辋川绝句·辛夷坞》为例，从文学手法考察开始关于文学风格的体悟。作者认为，从文学手法
看，五言绝句《辛夷坞》文学符号载体为二十个汉字，最小文学手法为四个景物描写手法，整一文学
手法为两个整一文学意象“山中发红萼”和“纷纷开且落”，这两个整一文学意象又各自包含两个景
物描写手法，同时，它们又构成《辛夷坞》文本文学想象具象，即山涧貌似芙蓉花的辛夷花在枝头吐
露红色花蕾，在没有任何人的关注下纷纷盛开又纷纷下落。在作者看来，对于有文学修养的读者来说
，《辛夷坞》会唤起他关于文本文学手法的潜在回忆，在文本情节/文本意象纵聚合关系中确定其文本
文学手法相对“价值”——非文本情节，并在题材、体裁-体制、结构布局、形象塑造、语言风格等纵
聚合关系中进一步确定文本文学手法相对“价值”——山水花鸟题材；五言绝句体裁-体制；情景交融
结构布局与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境象；白描手法与颜色字构成的清丽语言风格等。[③]进而，在对中
国言志诗风格雅丽-奇丽纵聚合关系的考察中，作者认为《辛夷坞》与以屈原《离骚》为源头之“奇丽
”风格文本想象空间更为相近，并且《辛夷坞》还可能唤起读者关于《诗经·周南·桃夭》的记忆，
于是《辛夷坞》这种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境象，与比兴托物言志之《桃夭》之间的互涉关系，体现
了中国言志诗风格纵聚合关系赋予《辛夷坞》文本文学审美风格另一相对价值——非“比兴”之象。
应该说，这种基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文本细读而进行意义发掘和价值阐释的的文学理论研究，是值得
肯定和提倡的。三、   现代视野，中西化合“全球化”的时代，中西方全方位多层面的交流和融合已
是大势所趋，在这样的历史阶段和时代语境下，学术研究一定要具有现代的视野和情怀，不能再拘泥
和受困于中西隔膜对抗、古今阻滞难通的旧思维和老办法。实现中华文化复兴，改变文论“失语症”
状况，也应该是在这样的现代视野下进行，以免又滑入“民粹主义”的泥沼。曹顺庆教授提出的“中
西化合”、“异质对话”理论，于此具有针对性的价值。近年来苏敏也在这个方面也进行了真诚的尝
试和努力，并有所突破。比如，关于中西诗学的核心概念，《尚书·尧典》第一次提出“诗言志”的
命题，秦汉之际《诗·大序》发挥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
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清人王
士祯指出：“诗以言志。古之作者，莫不各肖其为人”；在欧洲，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提出了艺术模仿
自然的观点，亚里士多德《诗学》系统地讨论了模仿理论，提出诗是对人的行动的模仿。苏敏结合自
己的研究实践，认为中西诗学核心概念的不同体现为“言志”与“模仿”，即中国言志诗主要表达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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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内在心志情意；西方模仿文学主要模仿主人公的行动以及性格。[④]而且中国言志诗与西方模仿文
学四种文学风格类型，不仅有各自四种诗学话语，而且，有四种文本文学手法-文本文学想象具象-文
本文学想象空间，以及相应之四种文本艺术意志-文本审美价值判断[⑤]，详见下表。西方模仿文学审
美风格四大类型诗学话语 文本手法-文本图画-文本想象空间 文本艺术意志-文本审美价值判断 不自由
摹仿 摹仿或美或丑单一有限人生艺术图画 追求单一情感体验的悲剧效果、喜剧效果 自由摹仿 摹仿美
丑并存复杂人生艺术图画 追求悲喜矛盾情感体验的真实人生效果 具象表现 以完整客观具象表现内在
自然的艺术图画 追求新奇效果 非具象表现 以非完整客观具象表现内在自然的艺术图画 追求不和谐效
果 中国言志诗审美风格四大类型诗学话语 文本手法-文本图画-文本想象空间 文本艺术意志-文本审美
价值判断 雅丽 非怪力乱神的经验世界 情信辞巧 奇丽 充满诡异之辞，譎怪之谈的非经验世界 酌奇不失
其真；玩华不坠其实 比兴 心与物并置的艺术图画 托物言志 境象 心与物交融的艺术图画 言外之意，象
外之象 在《文本文学审美风格》中，苏敏延续和扩展了自己之前的理论研究，并使之更加系统化，更
具说服力。比如，在中西文艺学风格理论研究的历史梳理和现状考察方面，作者分别研究了西方风格
理论历史、中国“体”论历史和二十世纪的中西风格理论现状，并提出自我的创新发见；在最小文学
手法第二次结构转换的意义之虚构性的探讨中，作者认为亚里士多德非常重视虚构，而陆机的“笼天
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刘勰的“神思”都与西方的虚构较为相近；在论述最小文学手法三大类
型（叙事母题、描写母题和抒情议论母题）在不同的文体和体裁中都存在时，作者就以拜伦的《唐璜
》和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与杜甫的《月夜》一起进行了分析考察。（232）由此可见，不论是在理
论辨析，还是文本研究方面，苏敏都能以现代的学术视野，进行科学的、系统的“中西化合”研究。
感发而拙评，悠然有余思。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苏敏的《文本文学审美风格》不仅饱含坚韧执着的学
术品格和继承创新的自我突破，而且在宏观构架，逻辑展开，论证脉络，行文秩序等方面也能做到纲
清目秀，条理清晰，气势通达，文风晓畅，作为一本中西汇通合璧，多层复杂组合的理论著作，着实
十分难得。作者简介：李金来，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学理论和
生态批评。--------------------------------------------------------------------------------[①]关于文本文学审
美风格的结构要素，详见苏敏《符号-结构与文学性——从文学风格两大层级阐释文学性》《文艺理论
前沿》第9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苏敏《文本文学审美风格》4.4.5.B文本文学审美风格的
结构要素。[②]关于文本审美理想，详见苏敏《符号-结构与文学性——从文学风格两大层级阐释文学
性》《文艺理论前沿》第9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苏敏《文本文学审美风格》4.4.3.文本文
学审美风格所指。[③] （清）王士祯《香祖笔记》，（清）王士祯《带经堂诗话》卷一品藻类，第39
页。[④][④]关于中西诗学核心概念，见苏敏论文：《“言志学”刍议——从中西文学阐释“言志”
与“志”》，曹顺庆、 徐行言主编，《跨文明对话——视界融合与文化互动》，巴蜀书社出版， 2008
年12月。《从中西文学视域论中国诗学体系的诠释原则——“言志”》，《东方丛刊》，2009年第2期
；苏敏《符号-结构与文学性——从文学风格两大层级阐释文学性》《文艺理论前沿》第9辑，北京大
学出版社，2012年4月。[⑤]关于中国言志诗与西方文学四种风格类型，详见苏敏《符号学与文学性：
从文学风格两大层级阐释文学性》，王宁主编《文艺理论前沿》第9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首
发于符号学论坛：www.semiotics.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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