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郁达夫在 《艺术与国家》中说： “艺术的理

想，是赤裸裸的天真，是中外一家的和平，是如火

焰一般的正义心，是美的陶醉，是博大的同情，是

忘我的爱。” !" # $%&’ (在论及 “艺术的理想”时，他把

“赤裸裸的天真”放在第一位，对 “火焰一般的正

义心”的崇尚，对他人的 “博大的同情”，对人类

的 “忘我的爱”，这些都必须通过艺术独特的功能

“美的陶醉”来实现。为了使艺术能够实现给予人

们 “美的陶醉”、思想的启迪和心灵的净化这一目

的 ， 作 家 在 创 作 时 首 先 必 须 做 到 “赤 裸 裸 的 天

真 ” 。 他 说 ， “艺 术 的 价 值 ， 完 全 在 一 个 真 字

上”， “无论是文学，美术，或音乐，当堕入衰

运，流于淫靡的时期，对此下一棒喝的就是 ‘归向

自然’， ‘回到天真’上去的一个标语。” !" # $%&’ (他

对于文学艺术，最强调的就是一个 “真”字。要做

到 “真”，就必须回到自然，回到人的本性、回到

人的原始 “天真”。这里的 “自然”，至少包含两

层含义：一是指与现代文明相对应的美丽的大自

然；二是指不为社会和环境所歪曲、不受习俗和偏

见所支配的人性，即人与生俱来的自由、平等、纯

朴和良知。 “归向自然”、 “回到天真”，就是顺

乎人的天性，充分发展人的潜能，使自我不断完

善，从而实现人性的真正回归。只有这样才能创作

出真正的文学艺术作品来，如： “赋述山川草木的

尉迟渥斯 （)*+,-.*+/0） （华兹华斯）的诗，描写

田园清景的密莱 （12334/）的画，和疾风雷雨一般的

悲多纹 （544/0*647） （贝多芬）的音乐，都是自然

的 一 部 分 ， 都 是 天 真 ， 没 有 丝 毫 虚 伪 假 作 在 内

的。” !" # $%&’ (郁达夫称 《忏悔录》是 “雄伟的文字，

和特创的作风”， “赤裸裸的将自己的恶德丑行暴

露出来的作品” !" # $ %""8 (，不少论者认为他受卢梭的影

响。郁达夫博览群书，中外文化的功底都非常深厚，借

用朱光潜评陶渊明的一段话来用在郁达夫的身上也

恰如其分：“他读各家的书，和各种人物接触，在于无

形中受他们的影响，象蜂儿采花酿蜜，把所吸收来的

不同的东西融会成他的整个心灵。”!8 # $%8"8 (正因为他像

蜂儿采集百花以酿蜜，我们很难一口断定他所酿的

“蜜”只是来自卢梭这一朵“花”，因此，我们不妨转换

视角，把目光对准传统文化特别是有关“性灵”的传统

文论对郁达夫产生的深刻的影响。

郁达夫说： “由来诗文到了末路，每次革命的

人，总以抒发性灵，归返自然为标语；唐之李杜元

白 （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宋之欧苏黄陆

（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陆游），明之公安 （三

袁）、竟陵 （钟惺、谭元春）两派，清之袁蒋赵龚

（袁枚、蒋士铨、赵翼、龚自珍）各人，都系沿这

—派下来的。世风尽可以改易，好尚也可以移变，

然而人的性灵，却始终是不能泯灭的。” ! " # $ %&9: (下

艺术的理想是赤裸裸的天真

——— 简论郁达夫对传统文论的继承和弘扬

唐 光 胜

（达州职业技术学院，四川 达州 ’;&:::）

【摘 要】郁达夫提出的 “艺术的理想，是赤裸裸的天真”——— “不得不写”、 “忠于艺术冲动”、

“全人格的表现”这一文学创作理论，与中国古典文论如苏东坡的 “不择地而出”、李贽的 “势不能

遏”、 袁宏道的 “独抒性灵”以及龚自珍的 “诗人合一”有一脉相承的关系。郁达夫对苏轼、李贽、袁

宏道、龚自珍等人文学理论的继承和弘扬，对于当代文学理论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郁达夫；艺术理想；天真；传统文论；比较阐释

【中图分类号】<8:’= ’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 "AA; $8::? (:; @ ::B: @ :&

收稿日期：8::? @ :& @ 8&
作者简介：唐光胜（"9’’ @ ），男，四川开江人，讲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生，从事文艺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论研究。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C*D+7E3 *F G2H0E7I J*334I4·K*H2E3 KH247H4 L,2/2*7
第 !" 卷第 # 期

$%%& 年 " 月

M*3="9NO:= ;
K4% = ，8::?



第 ! 期 ·!"·

面从郁达夫最为敬佩的文人中，择取有代表性的

人物的文学理论观点，与他本人的文学观点进行

一些比较阐释。

一 苏东坡的 “不择地而出”、李贽的

“势不能遏”与郁达夫的 “不得不写”

苏东坡在继承其父苏洵的 “风水相遭”理论的

基础上，提出文艺创作的理论： “吾文如万斛泉

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

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

知者，常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

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 #$ % &’() * 《答谢民师书》

也有类似的观点： “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

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

姿态横生。” #$ % &’() *这一创作理论，表明作者内心的

情感，已处于饱满、亢奋的状态，已形成了一种势

不可遏的强烈的创作冲动，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这时，情绪的宣泄如 “滔滔汩汩”的灵泉，从心中

涌出，至于技巧方面的枝节末叶，作者在这种创作

的颠峰状态时，恐怕是很少有意识地去仔细推敲。

正如郁达夫所说的：

所以写 《沉沦》的时候，在感情上是一点儿

也没有勉强的影子映着的；我只觉得不得不写，

又觉得只能照那么地写，什么技巧不技巧，词句

不 词 句 ， 都 一 概 不 管 ， 正 如 人 感 到 了 痛 苦 的 时

候，不得不叫一声一样，又哪能顾得这叫出来的

一声，是低音还是高音+或者和那些在旁吹打着的

乐器之音和洽不和洽呢？ # " % & ’!,, *

李贽有相类似的创作理论。他说： “胸中有

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

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

之处，蓄积极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

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

之不平，感数奇于干载” # ! % & ’-. *他极为推崇司马迁

以来的 “发愤著书”的思想传统，认为 “不愤而

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 # ! % & ’"/) *

苏轼的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

李贽的 “蓄积极久，势不能遏”与郁达夫的 “人

感到了痛苦的时候，不得不叫一声”，三者都在

强调内心的情感，达到了极其强烈的程度，如灵

泉的迸涌、火山的喷发，急欲找到一个宣泄的渠

道。不过，由于郁达夫是一只天生的 “秋虫”，

他比苏轼更看重 “哀哀切切”的忧郁之情，而李贽

则强调愤激之情。他们除了强调 “势不能遏”的创

作冲动外，还主张 “无意为文”。苏轼说文章 “与

山石曲折，随物赋形”，李贽认为 “风行水上之

文，决不在于一字一句之奇” # ! % & ’-, *，郁达夫认为

“我只觉得不得不写，又觉得只能照那么地写”，

都强调文章如风行水、自然成文，重在内心情感的

抒发。尽管郁达夫说他在情感激荡、思如潮涌时，

对 “技巧”、 “词句”都一概不管，但这并不意味

着他完全忽视艺术技巧： “表现当然是有赖于技巧

的。” # " % & ’""- *

二 袁宏道的 “独抒性灵”与郁达夫的

“忠于艺术冲动”

袁宏道在 《叙小修诗》中写道： “大都独抒性

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

时情与景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其

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

本色独造语。” # ( % & ’(( 0 (, *他强调 “独抒性灵，不拘

格套”，认为 “吐之者不诚，听之者不跃”，主张

把 “情真语直”作为衡量文学作品的审美标准。

“情真”，才能感人动人，才能 “见从已出”，才

能无所顾忌，冲破束缚，将主体内心郁积的七情六

欲 “若哭若笑”，尽情宣泄。但创作光有真挚浓烈

的情感还不够，真挚浓烈的情感必须通过朴素、率

直、自然晓畅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 “语直”。

他称赞优秀文学作品的语言是 “不假饰也”， “其

要妙在流丽晓畅”，过分地追求形式、雕琢语言会

妨碍内在真情的表达。 # , % & ’,$) 0 ,$- *

郁达夫受袁宏道的影响非常大。他在 《重印

1袁中郎全集2序》中说： “记得十数年前，在武昌

曾买得一部 《袁中郎全集》的家刻旧本，当时熟读

数过”， “后来贫病交迫，这全集以五六元钱被上

海一家书贾买去，如今回想起来，总隐隐还觉得心

痛。” # " % & ’(-" *这表明他不仅将袁宏道的著作全集熟

读过数遍，而且他还对此书情有独钟。他认为，公

安三袁 “⋯⋯以振衰起绝而论，他们的功业，也尽

可以与韩文公比比了” # " % & ’()- *，把公安三袁文学革

新功绩拿来与韩愈相比，可见他对公安 “性灵”的

推崇。

翻开郁达夫的有关论述，我们发现他与李贽、

袁宏道在精神、气质甚至语言方面的神似：

唐 光 胜：艺术的理想是赤裸裸的天真——— 简论郁达夫对传统文论的继承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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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艺术家，是非忠于艺术冲动的人不可

的。若有阻碍这艺术的冲动，不能使它完全表现

的时候，不问在前头的是几千年传来的道德，或

几万人遵守的法则，艺术家应该勇往直前，一一

打破，才能说尽了他的天职。所以人家说：艺术

家是灵魂的冒险者，是偶像的破坏者，是开路的

前驱者。 # $ % & ’$$( ) $$* +

使他感到悲哀的是，“中国的政治军事财政外

交等国家大事，总不上轨道，乱跑野马，唯文章一

事 ， 却 每 是 规 规 矩 矩 ， 数 千 百 年 ， 如 出 一 辙

的。”# $ % & ’,"- +尽管“我们不得不承认环境对于生活的

影响的巨大”，但 “若生活完全要受环境的支配，那

么，艺术家的创造，不是几等于无了么.” # $ % & ’$-! + 因

此，他提出： “伟大的个性是不能受环境的支配

的。” “⋯⋯向人生的恒久的倾向、状态、命运

等着眼，忠于内部的根本的要求，而不受环境的

压迫的，是天才的气禀。” # $ % & ’$-, +郁达夫以文学艺

术家是否能忠实于自己的艺术冲动、能否赤裸裸

地表现自己的真情实感、能否勇往直前地打破因

袭的传统，作为评价的标准。袁宏道认为小修的

诗文 “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

处亦多本色独造语。” # , % & ’,, ) ,/ +对文学艺术作品中

的粗陋不足之处，他表示了宽容。然而郁达夫却

认为，由于现实的 “恶浊”，艺术表现时 “我们

不得不将不纯粹的恶浊分子除掉”，而用 “纯粹

精确的手段 & 文字、音乐，色彩，线体 +”来将生

活再现出来。因此， “艺术品的表现，实际上不

是事实本体的现象，却是经过艺术家的气禀的再

现。在这再现的时候，艺术冲动与表现的中间，

就生了虚隙，艺术家得有自由出入之余地⋯⋯若

艺术家失了他的良心，不能使艺术冲动与他的表

现一致，不能使艺术与生活紧抱在一块，不能使

实感与作品完全合而为一” # $ % & ’$$* +，那么，偏重技

巧、矫揉造作的作品就产生了，艺术堕落也由此

而发轫。

郁 达 夫 认 为 道 生 的 不 希 求 荣 誉 使 他 的 诗 很

少： “唯其量不多，不苦苦的做诗，所以他的一

言 一 句 ， 都 是 从 肺 腑 流 出 来 的 真 真 的 内 心 的 叫

喊。” # $ % & ’(* + 他在 《0民众1发刊词》中说：多数的

民众， “我们几个人，是有一半说话能力的小孩

子，是不知说谎藏丑的鲁莽者，是天真未灭，在

圆 光 的 镜 里 ， 还 能 看 得 出 鬼 蜮 的 原 形 来 的 贞

童。” “我们想凭了我们的微弱的目力，用了我

们的不善诡辩的喉舌，将所见所闻，和所爱的，赤

裸裸地叫喊出来。” # $ % & ’--( + 谈到诗人的天职，他

说： “我想诗人的社会化也不要紧，⋯⋯把你真正

的感情，无掩饰地吐露出来，把你的同火山似的热

情喷发出来，使读你的诗的人，也一样的可以和你

悲啼喜笑，才是诗人的天职。” # $ % & ’",/ +

郁达夫要求作者 （包括自己）在从事创作的时

候，非忠于自己内部的艺术冲动不可，要象 “不知

说谎藏丑的鲁莽者”、 “天真未灭”的 “贞童”一

样， “将所见所闻，和所爱的，赤裸裸地叫喊出

来”，要把自己 “真正的感情，无掩饰地吐露出

来”，要把自己的 “心境” “赤裸稞地”写出来，

对自己的思想不要取 “虚伪的态度”。这与袁宏道

强调的 “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何其神

似！语气非常肯定，态度非常偏激，核心都在一个

“真”字上： “人生在世，无一事非情，无一事非

欲。要在诚，诚便是真，去伪崇真。做文做人，都

是一样。⋯⋯虚伪的社会则不然，上下相率而为

伪，说话立言做文章，都是预备做给人家看的，说

给人家听的。于是高谈党论，辞严义正，篇篇是门

面语，句句是得体文章，摇膝吟之，朗颂读之，都

是好文章，而与人生之真实何与？谁还有一句衷心

之论，肺腑之言，见之笔端？这是思想硬化，文学

枯竭，性灵摧残之原因。” # 2 % & ’,! +

袁宏道在 《叙小修诗》中说： “故吾谓今之诗

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

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

性而发，尚能宣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

也。” # - % & ’"** +他强调真情实感的自由抒发，无论是

因境而生的 “喜怒哀乐”，还是出乎人之自然的

“嗜好情欲”，只要是 “任性而发”的 “真声”，

那么它就会强烈地拔动听者或读者的心弦，使其情

不自禁地产生共鸣。郁达夫在 《诗论》中有相类似

的表达：

⋯⋯原始的 345546 64789 （歌舞）就是最初的

诗，最好的旋律和声调的具体化，最纯粹的热情的

表白。或者无邪的小孩，看见远别的父亲回来的时

候，或者月明的春晚，相思的男女，偶尔相遇的时

候，或者愚直的农民，当秋收完了，岁丰人乐的时

候，不晓得文字，不晓得技巧的这些上帝的恩宠

者，只好张开喉来高唱，举起脚来舞蹈。⋯⋯大自

然就是我，我就是大自然，物我相化，四大皆空，

所有的世界只是旋律的世界，感情的世界，不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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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来命名的世界。 # $ % & ’$(" )

他认为， “诗是有感于中而发于外的，所以

无论如何，总离不了人的情感的脉动。所以诗的

旋律韵调，并不是从外面发生的机械的规则，而

是内部的真情直接的流露。”这些无邪的小孩，

相思的男女，愚直的农民，也就是袁宏道所谓的

“无闻无识”的真人 ，他们虽然不懂得文字，不

晓 得 技 巧 ， 但 他 们 的 歌 哭 笑 傲 ， 都 出 于 至 性 真

情，没有丝毫的虚伪假作存乎其中。这也与李贽

所说的“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 ! % & ’*+ )

如出一辙。由此可见，郁达夫对李贽、袁宏道等

人文学理论的继承和弘扬。

三 龚自珍的 “诗人合一”与郁达夫的

“全人格的表现”

龚自珍在 《书汤海秋诗集后》中提出了 “诗

人合一”理论和 “完”的论诗标准，赞誉李白、

杜甫、韩愈等著名诗人 “皆诗与人为一，人外无

诗，诗外无人，其面目也完。” # + % & ’!!, )他认为诗歌

是 诗 人 个 性 的 充 分 表 现 ， 是 诗 人 心 灵 的 真 实 历

史： “人外无诗，诗外无人”，即人品与诗品的

高度统一。 “完”首先是指诗人人格精神和艺术

精神的完整统一。它要求诗人在作品中，用自己

的语言，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充分表明

自己心迹，完整表现自己的个性，让诗歌鲜明地

烙下自己的性格标记，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达

到 “诗与人为一”的境界；反对模拟剽窃 “他人

之言以为己言”，反对抹杀自己的艺术个性，丢

失自己的本来面目。其次是指艺术表现上的自然

完美。反对人为雕琢，刻意求工，认为这样会损

害 艺 术 的 美 感 ， 如 经 过 人 工 删 斫 的 梅 树 “皆 病

者，无一完者”，只有保全梅树的天然生机，让

它顺着自己的本性自然生长，才能求得梅树的完

美。文学创作也是如此，作家只有保全天性，一

任自然，才能创作出真纯完美的艺术作品。 # - % & ’$,. )

与龚自珍的 “诗人合一”理论相类似，郁达

夫提出 “完成自己”的理论观点： “我的最近的

努 力 ， 还 是 在 完 成 自 己 ； 做 文 士 也 好 ， 做 官 也

好 ， 做 什 么 都 好 ， 主 要 的 总 觉 是 在 自 己 的 完

成。” # $ % & ’.,! )他强调作家人格修养的自我完善，只

有淡薄名利，坚持操守，做人才能问心无愧，做

文才能勇猛无畏，直抒性灵之真。 “文学家所走

之路，并不是一条铺满蔷薇之路，也不是有了金钱

便可以买通的路”。他奉劝那些想从事文学创作的

人，首先要问自己有没有 “天禀气质”。如果缺少

从事文学创作的天禀气质，那么即使 “学了一辈

子，也不能得到相当的成绩的。”其次要问自己有

没有 “牺牲精神”。他对 “牺牲精神”作了阐释：

“贫贱虽然不就是好文学，贫贱的人虽然不就是大

文学家，但是不患贫，不媚世，不盗名，不望报，不亟

亟于成功，不反复无常阴险恶毒的去求合于时流，才

是学文学的人所应有的抱负，所应持的态度，我所说

的牺牲的精神，就是指这一点而言。”# $ % & ’!!, / !!" )

《0茫茫夜1发表以后》一文，针对别人说他描写

“不伦的性欲”将毒害青年的道德责难，他反驳

到： “不过我以为艺术虽然离不了人生，但我们在

创作的时候，总不该先把人生放在心里。” # $ % & ’"2 )

“只晓得我有这样的材料，我不得不如此地写出而

已。”要是违心而作， “又何苦来做些媚人的文

字，求讨人 好呢？” # $ % & ’"$ ) 郁达夫利 用有力的证

据，证明文学创作有自己的特殊规律，重在生命体

验的抒写，而不应该只是为了迎合某种政治目的或

某些读者的趣味，为讨好他人而做一些 “媚人的文

字”，这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文人的良知和尊严，宁

肯 “默默地不做小说”，也不奴颜媚膝地拜倒在滚

滚红尘之下。总之，在做文章之前，首先要学会做

人，文品出于人品： “大凡一种真正的文艺作品，

不管它是不是第一流的创作，我想多少总有一点作

家的个性和艺术品的骨气在内的。市气很重，而又

完全为迎合读者的心理的投机货，我们不能承认它

是文艺作品。” # $ % & ’"," )

在 “完成自己”的前提下，郁达夫认为文学是

作者 “全人格的表现”： “《兰生弟的日记》是一

部极真率的记录，是徐君的全人格的表现，是以作

者的血肉精灵来写的作品，这一种作品，在技巧上

虽然失败，然若以真率的态度，来测文艺的高低，则

此书的价值，当远在我们一般的作品之上。”# $ % & ’,., )

他强调，文学作品即使在技巧上存在不足，但只要

是作者用 “血肉精灵”写成的，是作者的 “极真率

的记录”，是作者的 “全人格的表现”，就足以能

够感动人，其价值远在那些矫揉造作、 “犹抱琵琶

半遮面”的作品之上。他自己的作品，可以看作是

他的 “全人格的表现”。刘海粟曾说： “达夫很真

诚，也坦率得惊人。他把锋利的解剖刀忍痛插向自

己的胸臆时，苦笑中带着自我陶醉，当热血流入砚

唐 光 胜：艺术的理想是赤裸裸的天真——— 简论郁达夫对传统文论的继承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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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他又用彤笔泼洒成彩雨，使那些传统意识凝

结成的骷髅们又惊又怕，暴跳如雷。⋯⋯如果说

童心不泯过于坦白可以使自己受害，在亡友中，

达夫可算第一位。” " # $ % &!!# ’ 人要 “真正变成我自

己”，就必须“从面具后面走出来”，" () $ % &(*+ , (*- ’如 “天

真”的孩童，将自己的喜怒哀乐 “赤裸裸”地展

示在世人的面前，这样才能创作出真正有价值的

文学作品。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郁达夫所提出

的 “艺术的理想，是赤裸裸的天真”这一文学观

点，与中国古典文论特别是性灵派文论的一脉相

承。他对苏轼、李贽、袁宏道、龚自珍等人文学

理论的继承和弘扬，对于现代文学理论建设，有重

要启迪意义。童庆炳先生曾大声疾呼古今文论对话

之必要： “中国的文化传统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

中流淌着，你想摆脱也摆脱不掉⋯⋯我们必须把中

国古典，其中也包括文论传统作为一个对象，走到

里面去，把其中一切对今天仍然具有意义的东西进

行充分的研究，并把它呈现出来，使它成为我们今

天文论建设的一种重要资源和参照系。”他提醒大

家： “中国在长达二千余年所形成的古代文论，决

不能摒除在我们今天的文学理论工作者的视野之

外”， " (( $ % &.*/ ’这一呼声应该引起我们研究者的高度

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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