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文化语义学与文学观念 

发生史的建构 
— — 读王齐洲《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 

冯天瑜 

近年来．学术界对充当中国现代诸学科关键词 

的汉字新语给予了较多关注，试图追溯这些汉字新 

语的源流，考察作为现代中国人思维纽结的新概念 

的生成机制、发展规律。彰显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 

的演进轨迹。这种研究所采用的 “历史文化语义 

学”方法，在国外已颇流行．介绍到国内的名著有 

米歇尔·福柯的 《知识考古学》、雷蒙 ·威廉斯的 

《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丹尼·卡瓦拉罗的 

《文化理论关键词》等。在国内，传统训诂学本来 

就是研究语义之学。近现代学者利用它来发掘某一 

概念的语义系统的历史蕴涵和发展规律。如王国维 

的 《释史》、章太炎的 《辨诗》、胡适的 《说儒》、 

傅斯年的 《性命古训辨证》t等，已经将语义学与历 

史文化研究结合起来。王齐洲教授的这部 《中国古 

代文学观念发生史》，就是采用 “历史文化语义学” 

研究中国古代 “文学”概念的成功尝试。 

概念、范畴的演变。是人类思想更革的表征， 

反映了知识量的扩大和认识过程的迁衍、裂变、深 

化。抓住 “文学”概念的滥觞 、迁衍、分裂 、整 

合、深化、发展、往复、成立的运动过程，解析这 
一 概念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场合、不同人 

群中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特定内涵，并揭示这一 

概念运动的内在依据、外部条件、运行机制和演进 

路径，对于认识和理解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历史文 

化意蕴和民族艺术精神，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何况 

中国古代文学思想、文学理论、文学创作、文学批 

评和文学发展，无不与传统文学观念息息相关，因 

此，这样的工作可以为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借鉴。 

“文”和 “学”在殷商时期是各自独立的概念。 

“文学”的概念并未产生。齐洲教授通过对甲骨文、 

金文中 “文”和 “学”的语义研究，结合传世文献 

和出土文物的 “二重证据”．论证 “文”的符号原 

义在殷商指 “文身”，是一种原始巫术残余，并不 

作为占 卜祭祀等宗教活动的必要内容，也不能反映 

殷商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 ．故殷商学校里没有 

“文”教，殷商甲骨文中也没有 “文学”概念。不 

过。 “文”的概念在殷商甲骨文中被普遍使用着， 

并慢慢发展着，逐渐衍生出具有审美的、道德的、 

社会意识形态的内涵，它后来与 “学”结合成二字 

词 “文学”，既蕴涵了新的社会文化信息，表达了 

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同时也是对传统社会意识形态 

和文化教育成果的继承、发展和超越。 “文”与 

“学”后来结合成新概念。经历了西周时期社会文 

化从 “观乎天文”到 “观乎人文”的转换，经历了 

春秋时期价值观念从以 “世卿世禄”为不朽到以 

“立德、立功、立言”为不朽的转换。在此基础上， 

再通过对孑L门 “四科”与 “四教”条分缕析和细致 

比较，可见 “文学”实为文治教化之学，具有多方 

面的文化内涵：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 “文学”是 

对西周以来社会上层建筑的一种概括；从教育学的 

角度而言， “文学”是培养人才的一种类型；从政 

治学的角度而言， “文学”是鼓励学生从政的一种 

方式；从文化学的角度而言， “文学”是对儒家学 

术的一种指称。 “文学”观念的这种普泛性正反映 

着春秋末期社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还没有得到分 

门别类发展的客观事实。而被誉为有 “文学”之长 

的子游、子夏，在孔子逝世后各自传释和强化了孑L 

子思想的某一方面，从而带来儒家 “文学”观念的 

分裂和迁衍 孟子与荀子的 “文学”观念正是 “游 

夏文学”分裂后儒家 “文学”观念的新发展和新变 

化 前者强调文学的人化．把 “文学”作为展示君 

子人格的窗口，从而凸显 “文学”作为人的精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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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属性：后者主张人的文学化。认为 “文学”是 

改造人性和社会的一种工具，从而使 “文学”成为 

人文知识。孟子将文学消融于先验的人类善良本性 

和理想道德人格的提倡之中，夯实了文学是人学的 

内在价值；苟子则将文学与人的本性 (恶)对立起 

来使之成为相对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从而完成了 

“文学”作为人文知识体系概念的建构。 “文学” 

概念的演化过程，在齐洲教授的笔下，既是一段文 

学史 ，也是一段文化史。 

再如， “修辞立其诚”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观 

念．齐洲教授详细讨论了 “修辞”和 “立诚”这两 

个概念，检讨了宋元明清学者对这两个概念的辨 

析，申述和补充了唐人孔颖达对这两个概念的解 

释。他认为， “修辞”和 “立诚”这两个概念，都 

必须放在 《易传》所表达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 ， 

“修辞”反映了从巫史作辞、正辞、用辞到春秋时 

期政教和外交辞令的发展； “立诚”则主要强调历 

史传承的官守职业精神和敬慎持中的文化心理。 

“修辞立其诚”是要求修辞者持中正之心，怀敬畏 

之情．对自己的言辞切实承担责任，采用最好的方 

式予以表达，并预期达致成功，由此形成了中国文 

化中 “敬言”、 “谨言”、 “慎言”的优良传统。这 
一 观念继承和发展了殷商以来 b筮文化传统中强调 

“中正”职业操守和 “思成”文化心理等许多重要 

思想和情感，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对中国文 

学、文章学、修辞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后来文 

艺思想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这 

样的讨论，都是很地道的。 

需要指出的是， 《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 

并非只关注 “文学”概念的演进，而是将 “文学 

概念放在其所发生的整个社会历史中进行动态考 

察，清理文学观念建构的过程、原因和机制。即是 

说．是按照 “发生学”的要求去探讨中国古代文学 

观念的发生．构建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因 

此． “历史文化语义学”还不能完全概括这些研究 

的内容和方法，而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宗教 

学、艺术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也 

被很好地运用到这项研究中，使得这些研究具有更 

加开放、更加新颖、更加全面、更加厚重的特点。 

齐洲教授对 “诗言志”观念发生与演进的解 

析，便是一个例证。齐洲教授通过考证，认为 《尚 

书·尧典》所载 “诗言志”观念发生甚早，它是原 

始乐教的一部分．表现为巫史集团在占b祭祀过程 

的祷辞告语， “指向神明昭告”。西周初年， “诗” 

被纳入礼乐教化的体系之中，与世俗政教和文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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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紧密结合。 “献诗”和 “采诗”制度使 “诗”成 

为表达氏族情感和沟通政治情绪的工具。完成了从 

“神明昭告”向 “天子听政”的转变。而进入体制 

内的 “诗”与乐配合 ，应用于宗庙祭祀、朝会宴 

饮，成为典礼仪式的重要环节．发挥着维护宗法秩 

序、交流思想感情的作用。春秋时期， “诗”逐渐 

获得独立发展，一是通过 “赋诗言志”以摆脱乐教 

的束缚，从而凸显诗的独立 “言志”功能：一是通 

过 “礼”、 “仪”之辨以摆脱典礼仪式的束缚，从 

而凸显诗的内在意义价值。二者相辅相成形成春秋 

诗教传统，为诗的观念解放和文学观念的形成奠定 

了基础．也使诗进入到表达个体情感和培养独立人 

格的发展新阶段。当诗获得独立价值并与个人精神 

生活和人格修养联系在一起，独立的文学观念也就 

同时发生了。诗的文学内涵的衍生是中国文学发生 

的标本．而 “诗言志”观念的发生和演进的路径则 

指示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和演进的路径。 

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研究既是一个文学课 

题，也是一个历史课题；既要求有历史的实证性， 

也要求有理论的思辨性。齐洲教授不受学科限制， 

运用各种有用的方法，构建中国文学观念发生史， 

其方法与结论为学术界提供了讨论的广阔空间。该 

成果注重全面收集中国早期文学观念资料。包括最 

新考古材料．从归纳整理和比较分析中，从思想观 

念生成变异的动态过程中，去探寻中国古代文学观 

念的丰富内涵，力图说明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生成 

机理和发生机制。作者注重在学理上将中国古代文 

学观念的发生作为一个动态的历史建构过程予以全 

方位考察，以建立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学的历史 

框架；在方法上借鉴知识考古学，将所有的结论都 

建立在可靠文献和文物的基础之上，并努力清理其 

知识谱系，弘扬了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在体系上 

系统考察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在发生过程中的主要 

思想资源、思维路径、表达形式和基本概念，探讨 

了文学观念发生的内在机理和外在机制，建构了中 

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这项成果不仅对于文学研 

究有重要理论价值，对于史学研究也有重要参考意 

义，其结项成果被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评审鉴定为 

优秀成果，并人选 “2013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 

果文库”，实至而名归．值得我们珍视。 

作者简介：冯天瑜，男，1942年生，湖北红安 

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 

汉 ，430072。 

(责任编辑 刘保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