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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网络文学批评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一样 � 具有一种 / 神韵0特性 ∀这种 / 神韵批评0主要由三个方面的特性构 

成 � 第一 � 是由一种欣然自得的生活态度所决定的评点式的批评方式 � 第二 � 是主观感悟 � 而非客观的有体系的逻辑 

分析成为了对艺术作品的把握方式 � 第三 � 由这种主观感悟所决定的诗意的语言成为了神韵批评的言说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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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推崇所谓/ 神韵0 �在文学批 

评上亦复如此 ∀虽然中国近现代以来 � 文学理论和 

批评受着西方逻辑的分析方法的影响 � 但这样一种 

传统特性在文学批评中仍然很顽强地表现出来了 ∀ 

季羡林先生对此早有观察 �他说 � / 我最近读了几篇 

介绍我国古代诗人的文章 ∀文章中对诗人评价时所 

使用的词句引起了我的注意 ∀ 比如对孟浩然 �文章 

作者说 � −自然浑成 � 而意境清迥 � 韵致流溢 ∀ . 对韦应 

物 � −风格婉丽 � 音调流美 ∀ . 对骆宾王 � −格高韵美 � 词 

华朗耀 ∀ . , ,我们对这些词句并不生疏 �古人已经 

这样使用了 ∀比如杜甫说 � −清新庾开府 �俊逸鲍参 

军 ∀ . 白居易说 � 韦应物的诗−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 ∀ 

王渔洋说 �−韦苏州古淡 �柳柳州峻洁 ∀ . 0 ≈� 由此可 

见 � 这种注重艺术作品整体神韵的批评方式的确是 

我们的一个特点 � 这一特点是我们想丢也丢不了的 ∀ 

有意思的是 � 虽然网络文学批评的参加者并非专门 

学者 � 但他们对这一特性的/ 感染0似乎比我们的学 

者专家更有过之 ∀此外还有一些因素更加强了网络 

批评的这种神韵特性 � 这就是网络文学批评往往是 

随性而为 � 也没有必要一定往西方的某某理论上靠 � 

因此 � 它就更多地表现出了我们古人神韵批评的一 

些特质 ∀如果说 � 自近现代以来我们在向西方寻求 

的过程中丢掉了一些神韵批评的家法的话 �那么 � 

/ 礼失而求诸野0 � 要寻找一种更接近古人的神韵批 

评 � 也许我们可以到网络批评中去寻找 ∀ 

一 ! 欣然自得与评点批评 

笔者以为 � 要探讨这种神韵批评产生的原因 � 我 

们首先要到批评之外去寻找 �到人们基本的生存价 

值观和生存态度中去寻找 �因为正是这种基本的生 

存价值观和生存态度决定着人们的艺术创造活动 � 

决定着人们对待文学艺术的接受和批评方式 ∀刘小 

枫说 � 

所有的诗艺问题都是诗的存在论水平上的问 

题 � 诗的一切形式功能都具有诗的本体论意义上的 

功能 � 它们所表证的是某种人的价值存在方式 ∀ 中 

国诗歌中的感知方式 !诗意境界 !语言意象不是中国 

超脱式的生命价值存在的具体表达吗 � 不正是中国 

的价值意向的象征么 � 西方诗歌中的感知方式 !诗意 

境界 !语言意象不正是西方宗教式的生命价值存在的 

具体表达吗 � 不正是西方神性意向的象征么 � ≈� 

刘小枫在此谈论的虽然仅是文学艺术的创造活 

动 � 但对于直接面对文学艺术的批评活动 � 它应当也 

是适用的 ∀ 

那么 � 决定着中国文学及其批评的神韵特性的 

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呢 � 这就是上面 

刘小枫提到的一种/ 超脱式0的 !欣然自得的生活态 

度和价值观 ∀苏东坡云 � / 万物静观皆自得0 � 它所说 

的万物虽然具有哲学本体论的意义 � 但说到底 � 真正 
/ 自得0的还是诗人自己 � 还是他那一颗超逸的心灵 � 

以及这一颗心灵在与/ 万物0呼吸吐纳相互交融过程 

中所感受到的一种超逸飘然 !怡然自得的生命情趣 ∀ 

这样一种态度对于文学的接受和批评具有什么 

样的影响呢 � 其影响可以说是巨大的 ∀由于其读书 

和批评是一种欣然自得的态度 � 因此 � / 他0对于文学 

的批评就不以对作家作品的寻根究底的客观研究为 

目的 � / 他0读书或批评 � 就像对于山水田园一样 �只 

是为了/ 寻找0一种与自己的生命意趣相交融吐纳的 

对象 � 只是为了表达因为读书而被触动或引起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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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欣然自得的情趣 ∀ 这样 �批评的目的就由客观的 

研究而向主观意趣的表现转移 ∀ 又因为 �对文学的 

接受和批评既然是为了一种主观的欣然自得的意 

趣 � 因此 �任何理论的构造 !体系的建立 !繁琐的论 

证 !冗长的篇幅 � 就都是不必要的 � 甚至是不相容的 ∀ 

因此 � 我们看见 �在中国古代 �一种评点式的批评就 

成为了批评的最主要方式 ∀ 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 

因为正是这种评点式的批评 �很好地满足了一种欣 

然自得式的主观意趣 �首先 �这种即兴式的评点 �很 

好地传达了/ 他0在读书时的一点意趣 !一种感悟 � 一 

种欣然自得的意态 � 此外 � 这种评点式由于其短小和 

即兴 � 由于它是内心的一种自然涌现 �因此 �与抽象 

的 !逻辑的理论批评相较 � 它是并不费力 !费神的 � 因 

而也就不会破坏/ 他0的那种欣欣然而自得的主观意 

趣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种评点式批评与欣然自得的 

主观意趣的联系 �下面让我们看看评点批评的两个 

例子 � 

十四 !司空表圣诗 

东坡称司空表圣诗文高雅 � 有承平之遗风 � 盖尝 

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 �恨当时不 

识其妙 ∀又云 � / 表圣论其诗 �以为得味外味 �如−绿 

树连村暗 �黄花入麦稀. �此句最善 ∀ 又−棋声花院 

闭 � 幡影石坛高. ∀吾尝独入白鹤观 � 松阴满地 � 不见 

一人 � 惟闻棋声 �然后知此句之工 �, ,0 予读表圣 

5一鸣集6 � 有5李生论诗6一书 � 乃正坡公所言者 ∀其 

余五言句云 � / 人家寒食月 � 花影午时天0 � / 雨微吟足 

思 � 花落梦无谬0 �, ,七言句云 � / 孤屿池痕春涨满 � 

小栏花韵午晴初0 , , ∀皆可称也 ∀ 

�5竹庄6二十四� 

余叹世人不识情字 � 常把淫字当作情字 � 殊不知 

淫里无情 � 情里无淫 � 淫必伤情 � 情必戒淫 � 情断处淫 

生 �淫断处情生 �三姐项下一横是绝情 �乃是正情 � 

湘莲万根皆削是无情乃是至情 ∀ 生为情人 �死为情 

鬼 � 故结句曰/ 来自情天 �去到情地0 �岂非一篇情文 

字 ∀再看他书 � 则全是淫 � 不是情了 ∀ 

�戚序本第六十六回总评� 

此上一例为洪迈的5容斋随笔6中的一篇 �下一 

例为脂砚斋对5红楼梦6第 �� 回的总评 ∀ 两篇都是 

中国古代很重要的文学批评 ∀如果我们与现代的文 

学批评相比 � 就会发现 � 它是迥异于我们今天通行的 

文学批评的 ∀首先 � 它篇幅短小 � 是一种即兴式的评 

点 � 其次 � 它并不是一种对作品的深入的 !客观的研 

究 �而是表现了批评者在阅读时的一种感悟意趣 ∀ 

此外 � 它也没有什么抽象的理论 �逻辑的论证 �更谈 

不上完整的体系与巨大的篇幅 �一切只是顺着内心 

意趣 � 而欣欣然地加以评点 ∀ 

在现代纸媒体的文学批评中 �我们已经较难找 

到这种短小 !灵动 !欣然自得式的批评了�当然仍有 

所体现 � 尤其是在局部� � 但在网络中 � 这种评点式似 

乎成了网络批评的主要方式 ∀ 例如下面对鸿墨 的 

小说5蜕变6的一些评论 � 

她的故事 � 我看完了 

我的故事 � 早已终止 

其实 � 我的一切 � 只用 � 个词来概括 � 

幼稚 被骗 蜕变 成熟 

, , 

爱情是劫难 � 友情是劫难 

多心是劫难 � 多情是劫难 

宽容是劫难 � 任性是劫难 ≠ 

, , 

想起了 

当春拥进水泥城市 

发出那一声叹息 

手中荡起涟漪 

来自云边的清晰 

云伴着水来 � 

水随云而去 

想起 � 春还是春 

你还是你 

我还是我 ) ) ) 仍在河边 

用时间划着忧伤的轨迹 ≡ ∀ 

这仅是对5蜕变6的评论中的寥寥几篇 �其实在网站 

所列的近百篇评论中 �绝大部分都是可以称之为评 

点式的 ∀在网络批评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 � 

这就要回到我们在论到古代文学批评时所提到的 

/ 欣然自得0的意趣上来 ∀网络批评的作者虽然都非 

古代批评者那样的才子高人 �但他们有一点是与古 

人相似的 � 这就是他们对文学作品的接受 � 是以欣然 

自得为目的的 � 犹如他们对流行歌曲 !对/ 吧0所抱持 

的态度 ∀在这样一种态度中 �必然就会以主观意趣 

为主 � 会更注重一己之心意与作品意趣的交相吐纳 � 

而不会进行那种客观的 !逻辑的 !抽象的理论批评 � 

也不会搞出体系复杂 !篇幅冗长的批评文章来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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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点 � 却正好适应了这种主观意趣批评的需要 � 甚至 

我们可以说 � 评点批评 �单就其形式说 �似乎就是这 

种欣然自得感受的直接外化 ∀ 

二 ! 感悟与印象 

古代文学的评点式批评的价值何在呢 � 它如何 

能在简短的 !似乎随意的点评中直取艺术的诗心呢 � 

因为即使它并不为了对作品进行客观的 !逻辑的研 

究 � 但如果他的/ 欣然自得0真的只是/ 自得0 � 而与作 

品的/ 本质0 !精神全不相干 �那它也就 / 欣然0 不起 

来 � 也/ 自得0不起来 ∀因为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 那就 

完全不是批评 � 而只是痴人说梦了 ∀ 

那么 � 评点批评究竟靠什么获取它批评的价值 

呢 � 很简单 � 靠感悟 ∀在这种感悟式的把握方式中 � 

批评者虽然并不对作品进行冷静 !客观的 !条分缕析 

的研究 � 虽然也并没有构造出一篇有逻辑 !有体系的 

煌煌大论 � 但是/ 他0却能凭借批评者极高的悟性 � 一 

下子穿透作品的各种枝节的 !表面的现象 � 而直取艺 

术的风神和精髓 ∀ 这种悟性所结出的批评果实 �虽 

然小 � 似乎没有逻辑 �甚至也没有严密的论证过程 � 

但是对于把握作家 !作品的神髓 � 有时候也并不亚于 

那种/ 煌煌巨著0 ∀ 中国古代评点批评价值的获得 � 

靠的主要就是这种极具穿透力的悟性 ∀ 例如下面几 

则有关陶渊明的评论 � 

/ 语时事则指而可想 � 论怀抱则旷而且真 ∀ 0 

�萧统5陶渊明集 # 序6� 

/ 吾于诗人无所甚好 � 独好渊明之诗 ∀渊明作诗 

不多 � 然其诗质而实绮 � 癯而实腴 ∀自曹 !刘 !鲍 !谢 ! 

李 !杜诸人皆莫及也 ∀ 0 

�苏轼5东坡诗话录6� 

/ 陶渊明平淡出于自然 �后人学他平淡 �便相去 

远矣 ∀ 0 

�朱熹5敖陶孙诗评6� 

这几则关于陶渊明的评论 � 虽然短小 � 也没有什 

么论证 � 也谈不上什么逻辑 �但是 �它却是真正把握 

住陶诗的神髓和风貌了的 ∀ 它对于引导我们阅读 ! 

把握陶渊明诗的特性 � 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譬如 � 

说陶渊明的/ 怀抱0 / 旷而且真0 �就不仅准确地道出 

了陶渊明的情性 � 同时也道出了他作品的那种真醇 ! 

旷达的性质 �而苏轼的 / 质而实绮 �癯而实腴0 八个 

字 �更是道出了陶诗语言的质朴自然与内在意味的 

醇厚隽永的统一性 � 而朱熹的/ 平淡出于自然0一语 � 

更是我们概括陶诗风格的千古不移之论 ∀ 

那么 � 在网络批评中有这种境界极高的感悟吗 � 

有的 ∀虽然就网络批评者个体来看 �他们或许没有 

一个人达到苏轼 !朱熹那样的水准 ∀但是从网络批 

评的整体来看 �我们却不能否认在网络中也有相当 

多的这类感悟深刻的批评 ∀俗话说 � 草深虫子密 �林 

大鸟儿多 ∀在网络信息如此浩大的数量中 �即使只 

有万分之一有着真知灼见 !深刻感悟 �那么 �把它们 

捏合起来 � 也可以造出几个 !几十个苏轼和朱熹来 ∀ 

此外 � 还有一些特性也提供了网络批评的 / 品质保 

证0 ∀首先就是网络批评者的那种自由的心境 � 那种 

无所为而为的状态 �往往能够使/ 他0与作品神意相 

交 � 把握作品的真意 ∀其次 � 虽然网络批评者或许没 

有专门的批评家那样的理论功力 �但从另一个方面 

而言 � 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抽象理论的思维 � 

往往会削弱我们的诗意感悟能力 ∀ 所谓/ 专门家多 

悖0就是这个道理 ∀就此点而言 � 网络批评的作者都 

是具有此种优势的 ∀例如 � 

5长恨歌6是当年模仿/ 张爱玲热0中最精彩 !最 

传神的一部 ∀ , ,记得里面有一段写上海弄堂 �宁 

静悠扬 � 像小提琴拉出的小夜曲 ∀ 其中有一句话对 

我触动非常大 ) ) ) 她说/ 上海的弄堂是性感的0 ∀ 

, ,用/ 性感0去描述上海的弄堂 �这个感觉实 

在抓得准 � 抓得妙 ∀ , ,这个词最能道出上海弄堂 

里的味道 ) ) ) 那种综合了各种声响 !色彩 !空气 !气 

味等 � 并蕴籍了人的知识情感 !生活阅历的味道 ∀ 

�木乃二5王安忆与3长恨歌46� 

总是忘不了在5烬余录6里那几个女孩子在香港 

陷落的硝烟还未散尽时满街地找冰激凌和口红 �第 

二天步行十来里路去吃昂贵的一盘 ∀ , ,尽管在吃 

的喜悦之中也许找不出超俗与崇高 �但寻常人生的 

真实本相却正深藏在这种个体生命的微末的人生哀 

乐里面 ∀ / 活在中国就有这样可爱 � 脏与乱与忧伤之 

中 � 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 � 使人高兴一上午 !一天 ! 

一生一世 ∀ 0这种对/ 珍贵的东西0的捕捉 �冲淡与调 

和着语境中荒凉与忧伤的背景 ∀ 

�刘金东5想起张爱玲6� 

以上的两个例子 � 有一个共同点 � 就是它们都是 

从对作品的感悟出发对其作出评论的 ∀构成它们价 

值的是深刻的感悟 �而不是逻辑的推导 !理论的演 

绎 !严密的论证 ∀ 譬如在第一个例子中 �作者说5长 

恨歌6对上海弄堂环境的描写是/ 宁静悠扬 �像小提 

琴拉出的小夜曲0 �又说 �/ 上海的弄堂是性感的0 ∀ 

那么 � 这种判断是怎么获得的呢 � 它没有什么推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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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论证 �很显然它是作者对作品的一种深透 

的感悟 �然后借助于一种模糊判断的语言表达出来 

的 ∀单是这种模糊判断语言本身 �就和古人的一些 

神韵批评十分相似 ∀譬如说它/ 宁静悠扬 � 像小提琴 

拉出的小夜曲0 � / 是性感的0 � 和古人说建安诗的/ 建 

安风骨0 !陶诗的/ 平淡自然0 � 李白的/ 豪放飘逸0 !杜 

甫的/ 沉郁顿挫0有什么区别呢 � 第二个例子也一 

样 � 作者从小说中的一个细节出发 � 说张爱玲小说的 

特点是将/ 寻常人生的真实本相0 / 深藏在这种个体 

生命的微末的人生哀乐里面0 � 是对/ 荒凉与忧伤0之 

中的/ 珍贵的东西0的捕捉 � 这种/ 捕捉0/ 冲淡与调和 

着语境中荒凉与忧伤的背景0 等 �其感悟也的确准 

确 !深刻 ∀ 

当然 � 这种感悟式批评有时也会流于/ 印象式批 

评0 �批评者本人如果不是悟性很高 �他就很可能会 

流于表面印象的获得 �流于泛泛而谈 ∀ 印象批评在 

古代也时有所见 � 例如说杜甫诗/ 一饭未尝忘君0 � 苏 

词的主导风格是/ 豪放0 � 就是偏狭印象之论 � 未必把 

握了杜诗苏词的神髓 ∀ 古人尚且这样 �在网络中这 

种印象式的批评就更多了 ∀ 

三 ! 诗性智慧与诗意语言 

神韵批评还有一个重要特点 �这就是批评语言 

本身的诗意化 ∀例如陆机的5文赋6中尽人皆知的一 

段话 � / 其始也 � 皆收视反听 � 耽思傍讯 � 精鹜八极 � 心 

游万仞 ∀ 其致也 �情瞳胧而弥鲜 �物昭晰而互进 ∀ 

, ,谢朝华于已披 �启夕秀于未振 �观古今于须臾 � 

抚四海于一瞬 ∀ 0 又如司空图有名的5二十四诗品6 � 

其本身就是耐人咀嚼的诗篇 �如其第一品 �/ 大用外 

腓 � 真体内充 ∀ 返虚入浑 �积健为雄 ∀ 具备万物 �横 

绝太空 ∀ 荒荒油云 �寥寥长风 ∀ 超以象外 �得其环 

中 ∀持之非强 � 来之无穷 ∀ 0当然 � 中国古代的文学批 

评并非都具有如此的诗意素质 �也有一些朴素直白 

的 � 但其大部分具有类似的诗意性质 � 却是勿庸置疑 

的 ∀ 

那么这种批评语言的诗意性是否仅是一种语言 

的技巧呢 � 它与语言技巧当然有关 �但又决不仅是 

语言技巧可以完全说明的 ∀为了更深入地把握这种 

诗意语言的本质及其产生的根源 �我们有必要追索 

神韵批评所赖以进行的思维智慧特性 ∀ 

神韵批评所依赖的思维或智慧 �就是前面我们 

说过的/ 感悟0 ∀ 而感悟何以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呢 � 

为了更好地弄清它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又有必要对 

/ 感悟0本身作一番更深入的剖析 ∀ 

从思维的角度衡量 �感悟最突出的特性是其整 

体性 ∀所谓整体性就是在对对象的把握观照中 �它 

不是对对象按照逻辑的方式加以分析 !综合 � 然后得 

出结论 ∀而是把对象当做一个/ 活体0 !当做一个有 

机的整体来加以观照 ∀ 钱钟书先生在5中国古有的 

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6一文中说 � / 这个特点就是 �把 

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 ϒ∈⊃⊆⊃ ⊆� ∀ 5易系辞6 

云 � −近取诸身 , ,以通神明之德 �以类万物之情. � 

可以移作解释 �我们把文章看成我们自己同类的活 

人 ∀ 0 ≈� 在这种把对象当做一个/ 活体0的整体性观照 

中 � 所把握的是对象的一种整体性的风貌 !氛围和特 

质�亦是传统批评所说的/ 神韵0� ∀而这种整体性的 

风貌和氛围 �往往是难于分析 !难于传达 �甚至是拒 

绝分析的 ∀这很不同于西方式的分析性的 !逻辑性 

的观照方式 ∀在这种分析性 !逻辑性的把握方式中 � 

一切都是可掌控的 !可言传的 ∀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 

常常说中国的文论是模糊的 !零散的 � 西方的文论是 

有体系的 !清晰的重要原因 ∀ 

感悟的这种整体性 � 是神韵批评语言诗意化�当 

然也有模糊的一面�的最重要原因 ∀ 因为这种把对 

象当做一个/ 活体0的整体性感悟 �所把握的是对象 

的一种氛围 !一种整体性风貌 � 对这种氛围和风貌的 

传达 � 就不可能运用分析性的 !逻辑性的语言和过程 

来进行表述 � 它只能运用一种富有包孕性的 !诗意的 

�经常是比喻或其他形象化的�语言来传达 ∀ 至此 � 

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中充满了 

诗意的语言 ∀ 语言的诗意化 �在此并不是至少主要 

不是语言层次的问题 � 他们之使用诗意的语言 � 是因 

为他们的感悟本身就是诗意性的 � 说到底 � 诗意的语 

言只是对诗意感悟的一种还原 ∀ 

我们以上的分析虽然只是针对古代的神韵批评 

而言 �但它对网络文学的神韵批评是同样适用的 ∀ 

网络文学批评在诗性智慧 !诗意语言方面与古代文 

学批评同样具有相似之处 ∀例如下面两则针对武侠 

小说的评论 � 

读金庸的小说如小火炉煮水 � 慢温慢热 � 到精彩 

处便若沸水翻腾 � 而古龙的小说却若大作坊酿酒 �一 

句点火便浓香四溢 � 令人垂涎欲醉 ∀ 

闪烁在古龙小说中的才气妙思 �随意挥洒如巴 

西足球灵巧的桑巴舞蹈 � 而金庸小说的整体配合 �完 

美结构则与日耳曼人的理性足球相合 ∀古龙小说若 

秀行的华丽 � 曹燕子的柔风与快枪 � 金庸小说则如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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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的气势磅礴 � 大竹英雄的厚实与美学 ∀ 

古龙小说是秋风冬雪 � 凛冽逼面 � 金庸小说是春 

花夏阳 � 煦暖宜人 ∀ 古龙小说是流水 �变幻无方 �不 

知所来 � 不知所去 � 金庸小说是静山 � 巍然屹立 � 远岭 

近峰 � 井然森然 ∀ 古龙小说是水中的鸣泉 �别有幽 

恨 � 金庸小说是水中的江河 � 自成气派 ∀ 古龙小说是 

山中的华山 � 险奇高绝 �金庸小说是山中的泰山 �雄 

伟巍峨 ∀古龙小说若西子 � 浓适淡宜 � 金庸小说是西 

湖 � 晴好雨奇 ∀ 

�贺岁娱乐巨片5幽悠论古龙与金庸6� 

读金庸的小说 �很难放下 �常常不自觉地发笑 � 

读完后 � 一片轻松 � 便似雨后天空 � 更有十分的清澈 ∀ 

看古龙的小说 � 也很难放下 � 但却常常从小说中跳出 

来 � 自觉承不起主人公的寂寞和无奈 ∀ 读完仍回味 

那乌云雷电的压迫 ∀ 

金庸的小说便如一首江南的采莲曲 ∀古龙的小 

说似一幅塞北的孤旅图 ∀ 

�十三少帅5读金庸看古龙6� 

我们已经不用再分析 �上面的诗意语言甚至已 

经超出了古神韵批评的祖师司空图等 ∀ 它们产生的 

原因 � 亦主要是由于他们对批评对象的把握 � 是对对 

象整体风貌 !氛围 � 即所谓神韵的把握 ∀他们之采用 

这样的诗意语言 �实际也只是这种诗意把握方式的 

一种外现 ∀当然 �语言技巧本身也并不是完全不起 

作用 � 只是我们认为 �追求这种种语言技巧 �如巧妙 

的比喻 !拟人描写以及各种形容词的运用等 � 都是来 

自于那同一种内在的动力 � 即怎样将其诗意的感悟 ! 

对对象整体风神气韵的把握精妙地传达出来 ∀ 

注释 � 

≠ 由/ 为什么是我0评论于 ���� � �� � �� �� � �� 评论 ⊃ ⊗ ��������� 

≡ 由/ 不管和事佬0评论于 ���� � �� � �� �� � �� 评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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