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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兼论少游美成词直觉审美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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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王国维提出的/ 隔0与/ 不隔0的问题 � 其实就是对文学作品欣赏的最初层次上的问题 � 属于直觉审美的范畴 ∀ 

在欣赏之初 � 作品能否唤起欣赏主体的审美快感 � 是隔与不隔的关键所在 ∀而要迅速唤起欣赏主体的审美快感 � 就 

须使作品所传达的情绪与欣赏者的情绪快速产生对应交流 � 故语言易晓 !意境空灵 !韵律明快流畅的作品能获得这 

一效果 � 而艰深晦涩的作品就难有这样的效果 ∀ 据此 � 检讨少游美成词风格的差异 �正是在此点上见出了优劣之 

分 ∀ 

关键词 � 直觉审美 �隔 �不隔 �情绪 �明快流畅 �艰深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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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为婉约词派的代表词人 �秦少游和周美成作 

品的风格大体相近 ∀ 然而同中有异 �笔者试图从直 

觉审美感受的角度作出一点分析 �并藉以探讨审美 

心理过程最初层次上的特征 ∀ 

一 

欣赏少游词和美成词 �直觉感受上会有较大的 

差异 ∀欣赏美成词 � 初读会觉着隔了一层 � 不能一入 

手就感悟到它的美从而被深深吸引住 � 要经过一番 

理解才能领悟其美 �欣赏少游词 �情况就不一样 �在 

诵读的同时就能快速进入其意境 �读者的情绪一下 

子就同词所传达的情绪相融合 �被其美的意象和韵 

律所深深吸引 � 产生对应交流 � 从而获得直观感觉的 

美的享受 ∀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何在呢 � 笔者以 

为 � 美成词的形式诸要素与欣赏主体的直观感受欠 

缺协调性 � 两者之间有着一定的距离 � 这就给欣赏者 

的直观审美造成了障碍 ∀ 少游词则恰恰相反 �致使 

欣赏主体与其欣赏对象不会有距离感 � 故而能够很 

快产生情绪对流 ∀ 此种情形借用前人的话来说 �就 

是/ 隔0与/ 不隔0的差异 ∀ 

王国维敏锐地察觉到了隔与不隔在直觉审美效 

果上的差异 � 所以他论词主张以不隔为佳 ∀ 怎样叫 

做隔 � 怎样叫做不隔 � 查其5人间词话6中的相关论 

述 � 似可概括为体现在意境和语言两方面 ∀ 他主张 

/ 语语都在目前 � 便是不隔0 �即语言自然易晓 �反对 

用典 !用替代字 ∀他认为欧阳修5少年游6/ 栏杆十二 

独凭春 �晴碧远连云 ∀千里万里 � 二月三月 �行色苦 

愁人 ∀ 0这样自然晓畅的句子是不隔 �而其 / 谢家池 

上 � 江淹浦畔0 � 以及周美成5解花语6/ 桂华流瓦0等 

句 � 以典故 !替字写景 � 便是隔 � 不可取 ≈� ∀王国维提 

出了隔与不隔的问题 � 由于此说能唤起人们欣赏经 

验的共鸣 � 故为后世学人所称赏 !引用 ∀然惜其语焉 

未详 � 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似还处在感觉经验的朴 

素阶段 ∀后人之称引他的说法 �看来亦不过欣赏经 

验的合拍 � 迄无较深入的探讨 ∀ 

王国维从审美效果上谈隔与不隔 � 注意了语言 

和意境两个因素 � 其实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因 

素 �这就是韵律 ∀ 因为文学之发端 �首先是起自韵 

律 � 文学的抒情功能最初是体现在韵律之中的 � 而韵 

律则是人的情绪的产物 ∀鲁迅在5门外文谈6中谈文 

学之发端 � 颇为精辟 ∀他认为 � 原始人劳动疲倦时便 

发出号子 � 使情绪得到宣泄 � 以减轻疲劳 � 提起精神 � 

这号子便是韵律 ∀ 如果这号子中夹杂些简单的语 

言 � 便是最初的创作 �文学便由此产生了 �鲁迅戏称 

之为/ 杭育杭育派0 ∀ 很明显 �鲁迅此论以人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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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文学产生之基点 �以韵律为文学产生之先导 ∀ 古 

人于此亦多所论述 � 只不过没有鲁迅说的这样具体 ∀ 

5荀子 # 乐论6 �/ 夫乐者 �乐也 �人情之所不免也 ∀ 0 

5汉书 # 礼乐志6 � / 人函天地阴阳之气 �有喜怒哀乐 

之情 ∀天禀其性而不能节也 �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 

绝也 � 故象天地而制礼乐 � 所以通神明 � 立人伦 � 正性 

情 � 节万事者也 ∀ 0白居易在5与元九书6中也说诗歌 

可以/ 补察时政 �泄导人情0 ∀ 古人这些论述除去政 

治道德的内容外 �还说明了两点 �第一 �人情是/ 天0 

生的 � 即人的与生俱来的生理现象 � 第二 � 文学�也包 

括音乐�是适应人情而产生的 �其作用是泄导人情 � 

矫正人情 ∀可见古人论诗论乐充分注意到了其与人 

的情绪的关系 ∀ 

根据上述观点 �诗词作为以韵律为主要特征的 

文学作品 � 其作用于读者 � 乃是由语言 !意境 !韵律三 

者所构成的艺术形象 � 引发读者的审美感受 � 从而获 

得教育 !感奋人的功效 ∀ 而最先唤起读者美感的因 

素则应是韵律 ∀ 因为从审美感受的心理过程上看 � 

首先是感觉的层次 �而后才是理解的层次 ∀ 感觉层 

次的特点是在进入欣赏之初 �一刹那间获得了怎样 

的美感 � 理解层次则是阅读终结 �反复理解 �而后鉴 

定其审美价值 �审美感受从而得到深化 ∀ 前一层次 

审美享受的获得依赖于欣赏主体与欣赏对象情绪的 

对应交流 �是作品的直感因素与欣赏者心理因素相 

和谐而产生的直观审美的效果 �后一层次审美享受 

的获得则需要一个过程 � 要加进欣赏者的理性思维 ∀ 

两个层次的划分 � 在理论上可能过于简单 � 但确实是 

文学作品的欣赏的基本常识 ∀尤其是欣赏我国古典 

诗词 � 许多作品一吟上口 �便会被其深深吸引 �情不 

自禁地发出赞叹 �真美 � 为什么美 � 一时也许说不 

上来 � 有些人也许永远说不上来 � 但却实实在在地感 

悟到了作品的美 ∀其原因就是在欣赏的第一层次上 

主客体已经达到了完美的融合 ∀ 而有些作品 �在欣 

赏之初感受不到其美 � 经内行讲解方能领悟 � 原因正 

在于这一类作品缺乏能与欣赏主体的情绪一拍即合 

的必要因素 ∀ 

人的情绪有多种 � 正所谓七情 � 而愉悦畅快是最 

基本的一种 ∀人们获得某种愉悦后 � 会由衷地叹道 � 

痛快 � 古来文士登高必舒啸�如陶渊明5归去来词6 

云 � / 登东皋而舒啸0� � 因为舒啸能使情绪得到宣泄 � 

能获得快感 ∀ 苏轼命名黄州城南之亭曰/ 快哉0 �取 

人于抑郁之中尤不能不畅快之意�参见苏辙5黄州快 

哉亭记6� � 可见愉悦畅快实乃人情之不可或缺 ∀ 这 

种情绪转化到艺术欣赏领域就叫做审美快感 ∀人们 

欣赏文学作品 � 尤其诗词 � 最起码的要求就是要获得 

审美快感 ∀能够迅速引起审美快感的作品 �必然赢 

得欣赏者的快速接受 � 反之 � 就难有这样的效果 ∀ 上 

述那种对作品未经充分理解即能强烈感受其美的情 

况 � 正是欣赏者通过作品的语言 !形象 !韵律诸因素 

而使自己的畅快情绪得到宣泄 �从而获得强烈的审 

美快感所产生的效果 ∀ 

二 

因此 � 欣赏之初的效果如何 � 即作品能否使欣赏 

者一入手即受到强烈感染 � 产生审美快感 � 实取决于 

作品的语言 !形象 !韵律诸因素能否与欣赏主体的情 

绪相吻合 ∀故作品的语言应是明白易晓的 �形象应 

是鲜明突出的 � 韵律应是明快流畅的 �如是 � 方能/ 不 

隔0 ∀如果语言艰深 � 意思隐晦 � 韵律滞涩 � 就难与欣 

赏主体的情绪相吻合 � 就是/ 隔0了 � 其直观审美的效 

果就不会好 ∀ 从这个意义上讲 �秦少游是善于一入 

手就抓住读者的高手 ∀ 他似乎懂得直觉审美的原 

理 � 其作品使用语言 !塑造形象充分自然化 �从而造 

成一种明快流畅的韵律感 �适应读者宣泄畅快情绪 

的需求 �故他的词具有能够快速引起读者审美快感 

的艺术魅力 ∀且看其5鹧鸪天 # 春闺6 � 

枝上流莺和泪闻 �新啼痕间旧啼痕 ∀ 一春鱼鸟 

无消息 � 千里关山劳梦魂 ∀  无一语 �对芳尊 �安排 

肠断到黄昏 ∀甫能炙得灯儿了 � 雨打梨花深闭门 ≈� ∀ 

何等空灵 � 何等明快 � 用不着多费心思去理 

解 � 仅其形象和韵律就足以令人陶醉 ∀ 其所以为之 

陶醉 � 是因为读者的情绪一上口就被作品攫住 � 很快 

与作品中的情绪形成合流 �读者潜在的畅快愉悦感 

随着飞动流走的旋律得到淋漓尽致的宣泄 �直觉审 

美要求获得了充分的满足 ∀ 

读美成词就很难有这样的效果 ∀也举一首美成 

的怀人小词 � 比较着品尝一下 � 可见出二人词在直觉 

审美上的差异 � 

银河婉转三千曲 �浴凫飞鹭澄波绿 ∀ 何处是归 

舟 � 夕阳江上楼 ∀  天憎梅浪发 �故下封枝雪 ∀ 深院 

卷帘看 � 应怜江上寒 ∀ �5菩萨蛮 # 梅雪6� 

这首词也写得清丽雅致 � 细味之 � 也会觉出其深 

婉的情致 � 但不及少游词空灵明快 ∀从主客体情绪 

交流的效果上看 � 美成词显然不及少游词好 � 两首词 

在直觉审美上的差距是很明显的 ∀ 

美成的艺术特点 � 如细针密线 !天衣无缝的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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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 �不露痕迹的用典技巧等等 �历来为论者所称 

道 � 固然有其道理 ≈� �但从直观审美感受的角度看 � 

这些长处又恰恰是其短处 �恰好成了作品美质与读 

者情绪之间的距离 � 妨碍了主客体情绪的快速交流 � 

从而大大削弱了直觉审美的效果 ∀为具体说明这一 

情况 � 试将上举的两首词作一番细致的比较分析 ∀ 

少游5鹧鸪天6在构思上有两个显著特点 �一是 

采用对比 � 通过鲜明的对比来加强读者的直觉感受 ∀ 

在短短 �� 字中 �作者安排了多重对比 �首先是欢乐 

与忧伤的对比 ∀ 黄莺儿是叫声最优美的鸟 �可它们 

不理解离人的心思 � 只是自顾自地在枝头不停欢唱 � 

歌声悠扬 � 四处飘散 � 惹得离人忧伤倍增 � 潸然泪下 ∀ 

其次是新与旧在意念上形成对比 ∀ 旧啼痕尚在 �新 

啼痕又添 � 说明离别时间之长 � 主人公长期为离愁别 

绪和孤独寂寞所折磨 � 经常伤心流泪 ∀ 第三 � 一和千 

的数的对比突出了时间感和空间感 �使读者的意念 

一下子随之扩展开来 �词的意境之空灵主要得力于 

这两句 ∀ 第四 �无与有的对比 ∀ 没有话说 �却有情 

苦 � 苦到要断肠的程度 ∀在无和有的对照之下 � 主人 

公的孤独寂寞和愁肠百结给人以异常强烈的印象 ∀ 

第二个特点是注重了跨度感和跳跃性 ∀词的开 

头和后半部是实景描写 � 中间插入精神活动 � 凭借梦 

境将距离拉开 �驰骋到千里之外 �这就具有了开阔 

感 ∀其妙尤在使用了/ 千里0这个表示距离的关键词 

语 ∀ / 一春0 和 / 千里0 原没有内在联系 �但 / 一0 和 

/ 千0却有数的联系 �能在读者意念上产生强烈的对 

比感觉 ∀前句用/ 一0领起 � 后句用/ 千0领起 � 这就造 

成了一种突兀之势 � 使词的意境空灵无比 � 给读者以 

跳跃性极强的感觉 ∀ 此外 �景物的选择 �动词的运 

用 �及其有机的组合也是构成全词飞动流走之势的 

要件 ∀ 如流莺 !泪痕 !鱼鸟 !关山 !梦魂 !芳尊 !灯儿 ! 

梨花等 � 这些景物本身即具有典丽雅致的审美特质 � 

更加以其他词语将其组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不是 

静态的堆积 �而是一个有机的境界 ∀ 动词及辅助词 

语的妙用亦不可忽略 � 如/ 安排肠断0之/ 安排0 � 为后 

人称赏不已 � 赞曰 � / 楚绝0 � �见5词菁6卷二眉批�又 

如/ 劳梦魂0之/ 劳0 � / 甫能炙得灯儿了0之/ 甫0 / 炙0 

/ 了0 � / 雨打梨花深闭门0之/ 打0/ 深0 � 细味这些词语 

的使用 �不难看出少游的锻炼之功 �但妙在不露痕 

迹 � 浑然天成 ∀ 

由于作者在构思上牢牢把握着空灵明快的基 

调 � 设词造境均据此展开 � 故而造就了第三个形式特 

征 ) ) ) 明快流畅的韵律 ∀ 当然 �韵律尚取决于词调 

自身所规定的节奏 !韵类等因素 � 但韵律之呈现什么 

样的特色 �主要取决于形象的塑造和词语的有机组 

合 ∀这首词的韵律所以明快流畅 �正得力于建立在 

语言和形象基础上的跨度感和跳跃性 ∀作为音乐文 

学的词 � 最直接感染读者情绪的便是韵律 � 明快流畅 

的韵律能泄导读者的愉悦畅快情绪 �唤起读者的直 

觉审美快感 � 故不用多作理解 � 便会陶醉其中 ∀ 

应该指出的事 � 这首词也用了替代字 � 即/ 鱼鸟0 

代书信 ∀但是 �鸿雁传书和鱼藏尺素的典故为常人 

所熟知 � 故读到这里思路不会受阻 �情绪不会中断 � 

故不为病 ∀王国维反对用典用替代字是对的 �但也 

要分别情况作具体分析 ∀ 

对于少游词的这一份魅力 �当时人就有所感悟 ∀ 

同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就曾说过 � / 近世以来 

作者 � 皆不及秦少游 ∀如−斜阳外 � 寒鸦数点 � 流水绕 

孤村 ∀ . �按 � 少游5满庭芳6之句�虽不识字 � 亦知是天 

生好言语 ∀ 0 ≈� 为什么没有文化的人也知道这是天生 

的好言语 � 晁氏没有说 ∀究其原因就在于少游词形 

象之鲜明 � 意境之空灵 �旋律之优美 �能在直觉上强 

烈感染人 ∀没有文化的人虽不能深入理解其内容 � 

但在听别人吟诵时 � 同样能引起直觉审美活动 � 其愉 

悦畅快情绪随着少游词飞动流走的意象韵律而起伏 

低昂 � 得到泄导 �同样能产生审美快感 �获得审美享 

受 � 在直觉审美的效果上与有文化的人并无二致 �故 

不免赞叹/ 天生的好言语0了 ∀晁氏虽然发现了这个 

奥秘 � 但未能从审美心理的角度作出分析 ∀ 

美成5菩萨蛮6词 �在语言 !形象 !韵律诸方面较 

之少游词自有不同 ∀前面已说过 � 这首词并不差 �甚 

至可列为词中上品 � 受到后人称赏 ∀陈廷焯5白雨斋 

词话6评曰 � / 哀怨之深 �亦忠爱之至 ∀ 0但是 �从直觉 

审美效果的角度讲 �此词就远不及少游词了 ∀ 从构 

图上看 �上阕从长河写到飞禽 �再写到悬念中的归 

舟 � 然后回到实景的夕阳江楼 �虽是小词 �亦见铺叙 

之迹 � 这正是美成词章法谨严特点的体现 ∀ 作为一 

个画面 � 堪称完美 �有静景也有动景 �有景也有人 ∀ 

�虽未直接写人 � 而/ 归舟0之问 � 接之以/ 江楼0 � 已暗 

示出楼上颙望之人 ∀ �设色上白 !红 !绿相间 �亦有色 

彩美感 ∀这种静态排列 !面面俱到的手法虽也有其 

佳处 � 然空灵感可就差远了 ∀此词浴凫飞鹭与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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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人的内在联系所能给读者的感受 �显然不极少游 

词流莺欢歌与离人含泪所给与的那样强烈 ∀此词的 

空间也较开阔 � 却缺乏少游词那种突兀的跨度感 � 静 

态排列的句式也使词缺乏少游词那样强烈的跳跃 

性 ∀ / 浴凫飞鹭澄波绿� ��三种物体静态排列 � 词意与 

音节整齐划一 �显出一种顿挫之势 �较之少游词/ 一 

春鱼鸟无消息 � 千里关山劳梦魂� �的行云流水的句式 

及其所形成的跳跃感 � 就很不一样 � 给读者的感受当 

然就有差别了 ∀美成词重锤炼的特色于此小词亦可 

见其一斑 ∀词换头写天不满意梅花的乱开 �所以下 

一场大雪将枝梢封锁 ∀天原无意志 � 何曾憎恨梅花 � 

显然这是练意之处 �是婉曲的一笔 ∀ 这正是老杜遗 

风 � 不可谓不妙 ∀ 然而遗憾的是 �有了这种妙处 �就 

没有了自然流畅的妙处 � 没有了一气贯注的气势 � 读 

者读到此处就会顿住 � 畅快情绪因之中断 � 审美愉悦 

快感亦因之受到一定的障碍 ∀ 

三 

观美成词 � 小令和长调风格差异较大 ∀ 小令虽 

不脱其基本风格特征 � 但用典和锻炼相对较少 � 尚有 

自然明快的趋势 ∀ 就以上举5菩萨蛮6来看 �可见出 

这一特点 ∀他的长调则锻炼 !用事 !隐括等倾向就要 

严重得多 � 而代表美成词艺术风格 � 并历来为后人赞 

不绝口的 � 却正是他的长调 ∀ 隐括前人诗句入词者 

莫若 5西河 # 金陵怀古6 �全词皆隐括刘禹锡5金陵 

五题6之两题而成 ∀梁启超说 � / 张雨田谓−清真最长 

处 � 在融化古人诗句 �如自己出 ∀ . 读此词 �可见此中 

三昧 ∀ 0 ≈� 美成长调用典用事几乎俯拾即是 �真可谓 

语语皆有来历 ∀如5西平乐6一词用了召平 !陶渊明 ! 

郑当时 !孔融四人的典故 �还用了5晋书6 !杜甫诗的 

语义 ∀用替代字 � 如5风流子6 / 银钩空满0以银钩代 

文字 � 也是用了晋朝索靖的典 ∀ 至于命意 !结构 !词 

语的锤炼功夫 � 更是不胜枚举 ∀试看其5六丑 # 蔷薇 

谢后作6 � 

正单衣试酒 �怅客里 �光阴虚掷 ∀ 愿春暂留 �春 

归如过翼 � 一去无迹 ∀为问家何在 � 夜来风雨 � 葬楚 

宫倾国 ∀钗钿堕处遗芳泽 ∀ 乱点桃蹊 �轻翻柳陌 ∀ 

多情更谁追惜 � 但蜂媒蝶使 �时叩窗隔 ∀   东园 

岑寂 � 渐朦胧暗碧 ∀静绕珍丛底 �成叹息 ∀长条故惹 

行客 � 似牵衣待话 �别情无极 ∀ 残英小 �强簪巾帻 ∀ 

终不似 !一朵钗头颤袅 �向人欹侧 ∀ 漂流处 �莫趁潮 

汐 ∀恐断红 � 尚有相思字 � 何由见得 � 

此词之婉曲精警 �前人已说得很多 �为省篇幅 � 

仅摘引几段 ∀ / 愿春0三句 � 周济5宋四家词选6评曰 � 

/ 十三字千回百折 �千锤百炼 �以下如鹏羽自逝 ∀ 0谭 

献5词辨6 �/ −愿春. 三句 �逆入平处 �亦平入逆出 ∀ 0 

/ 长条0三句 �周济 � / 不说人惜花 �却说花恋人 ∀ 0 / 漂 

流处0五句 �周济 �/ 不从无花惜春 �却从有花惜春 ∀ 

不惜已簪之−残英. �偏惜欲去之−断红. ∀ 0 ≈� 谭献 � 

/ −静绕珍丛底. 以下 �处处断 �处处连 ∀ −强簪巾帻. 

应−愿春暂留. �−莫趁潮汐. 应−春归如过翼. ∀ 结笔 

仍用逆挽 � 此片玉所独 ∀ 0谭献评美成另一名作5兰陵 

王 # 柳6的两段话亦极精辟 � / 已是铁杵磨针手段 �用 

笔欲落不落 ∀ 0/ −斜阳. 七字 � 微吟千百遍 � 当入三昧 � 

出三昧 ∀ 0�5词辨6� 

美成作词以/ 铁杵磨针0的手段 �形成 / 沉郁顿 

挫0的风格 � 确乎当得/ 词中老杜0�王国维5清真先生 

逸事6�之称 ∀ 然而 �这种风格的审美效果在直觉感 

受的层次上却难以获得 ∀对此 �古人虽未能从审美 

心理的角度进行分析 �但凭着感觉经验也道出了深 

切感受 ∀宋刘肃5片玉集序6说 � / 俾歌之者究其事达 

其词 � 则美成之美益彰 ∀ 0 要 / 究其事0 �始能 / 达其 

词0 � 始能/ 彰其美0 �这就在无意中道明了审美过程 

的间隔性 ∀清人陈廷焯说 � / 美成词极其感慨 �而无 

处不郁 � 令人不能遽窥其旨 ∀ 0 ≈� 先著也说 �/ 美成词 

乍近之 � 觉疏朴苦涩 � 不甚悦口 � 含咀久之 � 则舌本生 

津 ∀ 0�5词洁6�他们在赞美的同时都无意间道出了一 

个特点 �即美成词的内在美质与外在形式存在着矛 

盾 ∀这正是审美直觉上的/ 隔0 �是作品情绪与欣赏 

主体审美愉悦不相协调的所在 ∀欣赏者只有经反复 

咀嚼 �突破了外在形势之/ 隔0 �才能领悟其美 �其审 

美效果当然就不能与无/ 隔0的作品同日而语了 ∀ 且 

这反复咀嚼之功 �只有文化素养较高的人才有可能 

做 � 如此说来 � / 不识字人0是无法欣赏的 �当然也就 

不会首肯/ 是天生好言语0了 ∀ 

少游词长调一如其小令 � 风格较统一 � 均没有外 

在形式的/ 隔0 �能以明快流畅的韵律引人入胜 ∀ 且 

看其5望海潮 # 洛阳怀古6 � 

梅英疏淡 �冰澌溶泄 �东风暗换年华 ∀ 金谷俊 

游 � 铜驼巷陌 � 新晴细履平沙 ∀长记误随车 ∀ 正絮翻 

蝶舞 � 芳思交加 ∀柳下桃蹊 � 乱分春色到人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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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园夜饮鸣笳 ∀有华灯碍月 � 飞盖妨花 ∀ 兰苑未空 � 

行人渐老 �重来是事堪嗟 ∀烟暝酒旗斜 ∀ 但倚楼极 

目 � 时见栖鸦 ∀无奈归心 � 暗随流水到天涯 ∀ 

虽也用典用事 �然意境之空灵 �格调之飞动流 

走 � 旋律之优美流畅 �与上举之5鹧鸪天6实无二致 � 

而与美成5六丑6对比着一读 �韵味之差异自不必多 

言 ∀ 

四 

本文旨在揭示少游美成词因其不同的风格而表 

现在直觉审美上的差异 � 认为就此而言 �少游词优于 

美成词 ∀正像不能轻易断言李白杜甫诗美学价值孰 

大孰小一样 � 对少游美成词作全面的美学价值鉴定 � 

则是一个复杂得多的美学问题 ∀直觉审美感受是文 

学欣赏中最基本的一种现象 �是文学欣赏的最初层 

次 ∀然而对此却鲜有论及 �纵或提到 �亦是从旁涉 

及 � 缺乏专门探讨 ∀ 在把对古典文学的研究引向深 

入的今天 �直觉审美感受也应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 

课题 ∀故本文不避谫陋 � 但期抛砖引玉之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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