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先秦、两汉的《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

到唐、宋的诗、词，再到明、清的小说、戏曲，无不是

前人对个人情感和生命经验的阐发。因而，古代文

人谈论甚至是批评一篇作品时，往往带着强烈的个

人色彩。所谓的感悟式批评就是评论主体依据自

己的人生经验，以直观感受为基点并结合一定的审

美能力对文学作品进行论述的批评写作方式。作

为中国传统批评范式的感悟式批评，自出现起就对

中国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孔子的“《诗》可以

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1]177；到刘勰《文心雕龙》

里的“神思说”；再到钟嵘《诗品》中的“气之动物,物

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2]1，无一不在强调诗

是情感的流露。细读文本，品味情感，是掌握感悟

式批评的基本方法。因而感悟式批评的基本特征

表现为：强烈的个人主体意识、灵性的言述方式。

近代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对中国的大量侵

入，往哲先贤们逐渐意识到学习西方文化思想的重

要性。从梁启超、魏源等人以冲破封建政治制度壁

垒为目的的文艺批评开始。中国注重温柔敦厚、融

洽自由的古典文学批评范式慢慢地演变成了强调

抗衡与龃龉的批评方式，这样的情况影响了整个二

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五四时期，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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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西方文艺理论传入中国，表现出批评内容与批评

方式的多样化。此时的文学批评还处在古典传统

文论与西方理论兼容并包的状态，两相对比，外来

的文学批评范式在这个时期逐渐占据上风，而对中

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遗产的继承却是慢慢退居弱

势地位。而无论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

评方式，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系统论、信息论、控

制论等的传入，都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学批评者大都

对西方的文学批评范式有一种极度崇拜的心理。

而忽视中西方文化语境的差异，一味地迎合国际，

亦步亦趋地跟随国际潮流，导致某些文学批评者喊

出了“去历史化”“去中国化”的口号，这导致文学注

重个体生命经验表达的中国传统感悟式批评逐渐

边缘化。西方的文艺批评范式重视理性与逻辑思

维，但由于缺少情感的体验，简单地运用逻辑推理

等方式对作品进行分析，则会破坏作家在文学作品

中营造的意境，难以直接展现文本中的情感。中西

方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二者的文学批评方式也大

相径庭。无论是在任何一个时代，中国文学发展的

核心要素是要立足于丰富的中国古典文学遗产。

自近代以来，感悟式批评虽然在西方文学的冲击下

不再占有主导地位。但近年来，信息与网络技术迅

猛发展，人们热衷于即时性的文学，时代的变革让

感悟式批评似乎有了再一次中兴的机遇。而四川

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一脉，在新的时代里，无论是

文学还是文艺批评也面临着机遇与挑战。从二者

当前的境遇看，感悟式批评或许可以为四川文学如

何焕发新的生机提供思路与方法。

一、巴蜀文化及其孕育的巴蜀文学

感悟式批评重情感，轻逻辑与理性，强调即兴

感发，表现的是对文本最初的印象。往往会充满自

由的联想、生动的语言和醇厚的人情味。相较那些

理论优先的评论方式，感悟式批评则显得文采斐

然、灵动飞翔、个性张扬。从本质上看，这和自由浪

漫的巴蜀文学不谋而合。处于内陆崇山峻岭包围

的巴蜀地区，在自然风貌和社会品格上都有其特殊

性，其文学是中华文库中不可忽视的一脉。巴蜀地

区独特的环境造就了自在洒脱、不受羁绊的巴蜀文

学。

（一）灵动、飘逸的内在精神

巴蜀文化孕育于物产丰富、山清水秀的四川盆

地。闻名遐迩的“天府之国”养育了巴蜀人，是巴蜀

文化的摇篮。蜀地的易守难攻使其受战火的牵连

少。在安史之乱后蜀地成为唐朝皇帝逃跑的避难

所，杜甫也为了躲避战乱弃官入川。四川处于内陆

腹地，有防止外来入侵的天然屏障，一旦有外敌攻

破四川，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因为地形的繁复，

气候适宜，盆地物产丰足,使老百姓有相对舒适的生

活。马克思曾说“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

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生活的安逸使得

川内人民在相对闭塞条件下也能形成慵懒、闲适、

自由的“蜀地性格”。这里有独具特色的“饮食文

化”“茶馆文化”“酒文化”“戏曲文化”等，林林总总

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巴蜀文学”。“诗仙”李白，嗜酒

成性，据传他往往在酒入愁肠、痛快淋漓之际方能

挥毫泼墨，狂傲中带着洒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

辈岂是蓬蒿人”；清新中似有天真，“郎骑竹马来，绕

床弄青梅”；蔑视世俗的不羁，“莫思身外无穷事，且

尽身前有限杯”……到了近代，川人又将“蜀地性

格”融合进现代白话诗和小说，除了郭沫若、康白情

的白话新诗，影响力最大的就是李颉人的《暴风雨

前》《死水微澜》及《大波》了。他的《好人家》为我们

窥探了普通川人赵幺粮户一家的日常生活：起床

——弄早饭、吃早饭——呆坐、打呵欠、抽鸦片——

吃午饭——述旧——吃晚饭——早早入睡，将川人

安贫乐道的日常生活折射于文学作品中。沙汀后

来的《在其香居茶馆里》又将“川话”的语言风格发

挥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潇洒犀利中带着流畅清

透。

（二）热切、反叛的外化表现

虽说巴蜀文学孕育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

但其表现出来的反叛精神却令人叹为观止。我们

从当代巴蜀杂糅并包的“火锅精神”，就可见巴蜀文

化的个性特质。火锅作为巴蜀人民最寻常的饮食，

即便是尝尽人生百味的味蕾，在见识过火锅的滋味

后，也会即刻体会到巴蜀人民的热辣。“有菜当三分

粮，辣椒当衣裳”，可见火锅在老百姓心中的位置。

蜀地独特的饮食习惯形成了“无火锅不巴蜀”的饮

食文化。川内百姓也像火锅一样，有兼容并蓄的神

韵。这种独特的精神品质，向世人展现了巴蜀人民

包容开放的心态。另外，中国传统的饮食文化强调

“静吃”，火锅显然与传统背道而驰。与讲究众多规

矩的其他饮食文化相比，火锅显然打破传统饮食习

惯，自然也就成了放松身心的一种方式。

从古至今，巴蜀民众在文化领域具有强烈的先

驱精神。马蚕娘娘、卓文君与司马相如、才女薛涛、

花蕊夫人等。这些凄美的故事，因对正统观念的颠

覆而显得难能可贵。司马相如将汉赋杂糅各家，独

创别具特色的散体大赋，成为后来诗赋模仿的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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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扬雄更是四川文化史上走向全国的第一人，在

文学、经学、哲学、语言文字学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

的贡献，其《甘泉赋》《羽猎赋》等加入了劝讽的成

分，给予了汉赋新生命；唐代的李白，歌行体在其手

中发扬光大，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成

就；宋代的三苏，特别是苏轼，小家碧玉的词在他的

手中变得磅礴大气，焕发出新的光彩。后来的杨慎

一直到近代新文化的先驱，蜀中才子一直都孜孜不

倦地追求文学上的变革。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巴蜀

文学就已经彰显了自己思想启蒙的讯息，1913年的

《文艺周报》、1914年的《娱闲录》都有强烈的资产阶

级民主思想。因地理位置的影响，四川文学不能第

一时间响应新文化运动的号召。但随着时间的推

移，再加上《新青年》《新潮》《晨报副刊》等先锋杂志

的传入，到1919年7月李劼人创办的《星期日》周刊

（这是四川新文学兴起的标志之一），再到吴虞先后

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

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要害》《吃人的礼教》，让

巴蜀文学加入了新文化运动的阵地，并大有“一发

不可收拾”的趋势。郭沫若、康白情的白话新诗，前

者的《女神》在中国新诗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用

打破常规的方式表达了对光明的渴望、对黑暗的无

所畏惧、对古老中国的热烈希冀。康白情是新诗的

主要倡导者，其诗代表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奔走

呐喊，是时代的缩影。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是新青

年对封建家长制的强烈控诉；李颉人的“大河三部

曲”，将宏大的历史背景折射在西南边陲的一隅小

天地里,以小见大；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对统

治者之间的钩心斗角进行了强烈的讽刺，表现了人

民对民主的渴望；艾芜的《南行记》，真实地记录了

滇缅人民的生活状况，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开拓

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思路。另外在文学批评方面，

有郭沫若的《诗论三札》《论节奏》《生命的文学》，康

白情的《新诗之我见》，李颉人的《法兰西自然主义

以后的小说及其作家》等，这些文章对当时的四川

文学乃至全国文学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二、巴蜀文学的当代创作与批评

在新时期里，巴蜀文学的创作流露出兼容并包、

有容乃大的特点。从其本质上来看，依然承袭了巴

蜀文化逍遥无拘的特点。无论是从题材、内容还是

思想表达上都有着不拘一格的特质，这样的文本建

构是对古典文学遗产的继承。而在新时期里，随着

中外关系的破冰，众多的巴蜀批评家敞开胸怀去迎

接西方的各种文艺思潮。他们占有，却不挑选。未

曾斟酌中西方文学间的龃龉，勉强将西方的文学批

评范式加诸本土文学，是一种随大流，不从实际出发

的表现。这样的文学研究，疏漏了巴蜀文学的本质，

对古典文学批评理论遗产的继承也是一种遗憾。

（一）继承传统的新时期创作

在诗歌创作上，流沙河是新中国成立后，四川

诗人的代表者，是与新中国一同成长起来的现实主

义诗人。在他的诗歌中既有古典文学里遣词造句

的优雅，又带有地方特色的幽默粗拙，这与他长期

生活在四川有很大关系。尽管流沙河的诗歌以现

实主义为主，但像《读地球仪》一诗就展开了想象的

翅膀，将抒情主人公幻想成外星人，如梦非梦，朦朦

胧胧。在写实之外，其诗歌语言幽默风趣。他曾经

有过一段长期和“川汉子”们朝夕相处的经历，这些

朴实粗放的男子汉在劳作的过程中嬉皮笑脸、戏谑

调笑的话语给流沙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来

源于身边小事的诙谐气质影响了其诗歌语言口语

化的表达。流沙河曾经说过：“我说不来普通话,我

的诗大都用口语写成甚至在改别人的诗时,也改得

趋向于口语。老习惯了,改不掉了。”[3]11这种以“川

味”口语凝练而成的文字，亲切逼人，令人身临其

境，仿佛是看到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如《故园九咏·
哄小儿》[4]134：

爸爸驮你打游击，

你说好耍不好耍？

小小屋中有自由，

门一关，就是家天下。

这样的话语形式与诗人的个人气质完美融合，

为读者展示了巴蜀方言独特的艺术魅力，并使流沙

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诗坛上独树一帜。

周克芹与阿来是新时期巴蜀小说的杰出代

表。周克芹是地地道道的四川人，由于他个人的生

活遭遇，他对四川农村的描写极其精到。周克芹曾

说他的创作是生活中逐渐累积起来的情感的发泄，

随心而作，所以在那一场十年浩劫中从未唯政治方

针马首是瞻，而是与人民百姓站在同一立场上，写

出了《李秀满》《希望》等作品。而发表于1979年的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更以拨乱反正的姿态指出了

极“左”路线在十年浩劫中给农民带来的深重灾

难。彼时“四人帮”刚刚被摧毁，对于文学创作而

言，还未完全打破政治权力话语的束缚。这部小说

以先行者的笔触揭示了历史波折期的农村状况。

在他的小说里，有形形色色的川农形象，尤其是他

笔下女性形象，通过她们我们既可以看到传统伦理

道德中的驯良，还可以一瞥传统道德对人性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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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作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周克芹的作品

中，家庭伦理下的亲情被异化了，颠覆了以往文学

作品中对父幼情深的想象。用这样突破旧规的方

式表现了时代变革对人们造成的负面影响，向我们

展示了巴蜀地区百姓在历史转折期的生活状态。

而阿来，以其对藏人生活的独特描写而在当代小说

史上大放异彩。其小说也自有一种闲适淡然在里

面。李敬泽曾说阿来的小说语言蕴藏着一种“透

明”的气质，以清新、纯真的状态去迫近事物的本

相[5]68。这或许与他颠覆性地在小说中塑造了一系

列的智力障碍者形象，用“傻气”来和现实生活中的

污浊和喧扰相对抗，通过他们可以窥探作者对人性

最单纯执着的坚守。阿来的小说具有很强的史诗

性，作为一个生活在四川境内的藏族人，其思想受

到了汉文化和藏族文化的浸染。他用汉语写作，却

用古老的藏族神话来虚构小说的主体内容，超越现

实的想象却可以反映出生活最真的本质。即便是

阿来这样天马行空的藏族作家依然受到巴蜀文化

的影响，有着深厚的巴蜀情怀。阿来长期生活于成

都，他不爱这座城市的热闹繁华和享受当下的悠闲

生活，却喜这座城市独特的自然风光给他带来的精

神慰藉。他将成都的历史文化融入多种多样的花

花草草中，写出了《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抒

发了他对个体生命和人生命运的喟叹。

被誉为“巴山鬼才”的魏明伦创作出的一系列

剧作，用强烈的反封建意识和“寓悲于喜”的悲剧色

彩，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了巴蜀戏剧。其勇敢无畏的

反叛精神，继承了巴蜀文化自由、果敢的本质。在

他的剧作里，为我们展示了多种多样的巴蜀戏剧文

化，具有强烈的地域色彩。这种以巴蜀文化为背景

的文本建构，表现了作者强烈的乡土情怀，呈现的

是巴蜀人民的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魏明伦出身

于戏剧之家，从小跟着家人走南闯北，无数凄凉故

事萦绕在他的内心。因而在他的文本里融入了强

烈的个人主观情感。《易大胆》中的九龄童与花想容

之死就取材于民国时期的川剧演员康芷林与李淑

卿之死。他曾在《我“错”在独立思考》一文中说：

“我的格言是——我不迷信一切格言！”[6]40因而《巴

山秀才》用迂腐的孟登科强烈地控诉了封建制度对

人的迫害；而《潘金莲》《变脸》更是对封建男权意识

的有力鞭挞。在他笔下的一系列匪性十足的川汉

子和火辣刚硬的川妹子形象，都烙印着热烈反叛的

个性。魏明伦作为新一代川剧作者的佼佼者，其成

功绝不是偶然的。正是因为在巴蜀历史文化的沃

壤上，陶冶着他深厚的戏曲功力，独特的巴蜀方言

也为他的剧本增色不少。这种诚挚的巴蜀文化认

同感是其作品成功的根本原因。

（二）西方批评方式的兴起

巴蜀文学创作的发展都流淌着巴蜀文化的特

质。而与此相悖的是，巴蜀文学批评却是不同于文

学创作的发展。在当代，四川文学同整个中国文学

一起受到各种外来批评方法的影响。特别是1978

年以来，受到西方多种文艺思潮的浸染，20世纪八

十年代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到后来的俄国形

式主义、英美新批评主义、法国结构主义，这些在巴

蜀文学的批评领域中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众多

批评家跟随大流，并未进行严谨的理解和借鉴，也

未曾意识到西方批评范式产生的背景与中国有着

天壤之别。应用这些批评范式对巴蜀文学进行“强

制阐释”，有可能是一种脱离作者创作实践的行为。

像司广贞的《中国现代小说之滥觞——读郭沫

若早期的几篇小说》中就应用表现主义、意识流及

弗洛伊德的“梦境说”对郭沫若的《残春》《叶罗提之

墓》《喀尔美萝姑娘》进行解剖；汪泽树的《从接受美

学的角度看巴金的小说》从接受论的角度阐述了巴

金小说的美学价值；另外像夏爵蓉的《为灵魂寻找

寓所——评邓军吾“五四”时期的新诗》、何性尧的

《“她的作品活下去，她的影响长流”——试论罗淑

小说的独特贡献》、雨樵的《思维·情感·形式——试

论林文询的美学追求》等一系列的评论文章，在很

大程度上运用了多种文学理论与方法，自有其新颖

独到之处，但这些理论性的文章往往缺少烟火气。

王晓辉的《论郭沫若历史剧中的民族精神》《在古人

的骸骨里吹进“五四”精神——论郭沫若剧作的早

期时代感》，前者开篇就写到“只要你一接触到郭沫

若的历史剧，就立刻会感受到一股精神力量的震

撼，那就是充满其中的忧患意识‘舍生取义’的涅槃

精神”[7]101。虽然这样会使得评论的主题开宗明义，

但少了一点人情“味”；后者试图通过郭沫若历史剧

中的“五四”精神的分析，得出其早期剧作表现时代

精神的具体手段，分别是“翻案”法、“借代”法、“感

兴”法、“假想”法、“虚构”法，这些文章一味追求理

论高度，显得太过刻板而不够生动。

当代的巴蜀文学批评家不仅套用西方批评范

式重新阐释巴蜀文学在“五四时期”的创作，也用此

方法对新时期巴蜀文学进行评价。阿来作为四川

当代小说的代表作家，自出道就引起了学界关注。

众多的西方文艺理论也引进了阿来小说的研究领

域，如后殖民批评、心理学批评、原型批评、生态批

评等批评范式，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理论范式为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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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参考。但这其中的一些

评论家并未真正关注阿来的写作背景，盲目地将西

方理论与川藏地区的现实语境相结合，也并未理解

阿来的生长环境与其文学创作的关系。如德吉草

在《认识阿来》一文中表达了处于汉藏边缘的作家

会有一些“失语的尴尬”，缺乏本民族的文化特质，

没有真正依靠藏语语言进行创作。谭光辉也对阿

来使用汉语进行创作表示了困惑[8]58-62。这二者都曾

忽略了阿来的成长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阿来是

生活于川藏地区的藏族人，但自小接受的是汉语语

言的教育，对用汉语写作或是翻译的文学作品爱不

释手，在阿来创作的旺盛时期都是生活在汉族聚居

的地区。他不是第一个用“第二语言”进行创作的

作家，使用“第二语言”可以更好地传播本民族的文

化。在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中，会有越来越多的作家

使用“第二语言”进行创作。在对阿来的评价中，生

搬硬套西方的批评范式，不能对阿来的写作实践做

出客观贴切的研究。在诗歌评论方面，曹纪祖一直

执着于新时期的诗歌评论与研究，特别是对新时期

的四川诗歌有着全方位的了解，并将他多年来的心

血凝结为《批评与思考：中国新时期诗歌》。文中的

《新时期的四川诗歌》重新梳理了以流沙河、孙静

轩、傅天琳、叶延滨、杨牧、吉狄马加为代表的新时

期巴蜀诗歌的现实主义主流，指出表达真情，关注

人生始终是四川新时期诗歌的主旋律。但他忽略

了巴蜀诗歌的现实主义源头可以追溯到巴蜀古典

文学的创作中，这确是一大遗憾。

纵观整个巴蜀文学的创作，其先天就有着不拘

一格的精神。诚然，西方批评范式的崛起，为巴蜀

文学的批评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但这也导致了

新时期巴蜀文学的创作和批评对理论高度的过度

追求，而忽视了立足本土文化的重要性。另外高度

学术化的批评文章也有其呆滞、刻板的一面，难以

适应当今即时性文学的发展。在这样的境况下，如

何有效利用中国传统的感悟式批评来打破巴蜀文

学当前出现的阻滞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感悟式批评的方法与启示

从以上对近代以来巴蜀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分

析来看，巴蜀文学本质上依然是容身于古典文学的

遗产。西方文学创作与批评的理论是提供巴蜀文

学向前发展的外向思维，文学、文艺理论的前行最

终得落实到本土文化。在文学快餐化的时代洪流

中，即时性的文学选择显然更受大众的青睐。感悟

式批评由于批评者自身的灵活性、随意性，较一些

理论先行的批评方式，更加适应当今文学的迅猛发

展。而巴蜀文学作为中国文学中相对封闭的一脉

支流，如何利用传统的感悟式批评让自己重新焕发

活力？除了要发挥巴蜀文化的资源优势，将传统资

源融合在批评创作的阵地中，也要将自身的特点与

感悟式批评的优势相结合，以展现巴蜀文学独有的

时代风貌。

（一）批评需要主体情感的融入

当前巴蜀地区的许多文论，有一大部分是由各

色各样的理论术语堆砌而成。批评者好像是置身

事外的旁观者，不带任何情感。每一部文学作品都

有自己的表现空间，而这个空间往往是作家自己的

理想世界，作为评论者要想走入这个世界，就必须

与作品产生情感共鸣，这样才能达到作家、作品、世

界、读者的完美契合，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通

过对文本的细读。在这一方面上，感悟式批评能够

给予巴蜀文学一些新的思路。如金圣叹将自己的

理想抱负、人生喟叹以及强烈的忧患意识融入《水

浒传》的评点中；李健吾把对杂剧的推崇挥洒在《一

个有血肉的色公——杂谈〈包待制陈州粜米〉杂

剧》；李长之将自己对鲁迅与嵇康的热爱熔铸在《鲁

迅和嵇康》一文中。这些经典的评论文章因为注入

了个人情感，而变得鲜活生动，大大增加了作品的

观赏性和可读性。

（二）灵性的言述方式

批评主体在生活体验的掌控下对文本直观评

价，其文章往往会充满自由的联想、生动的语言和

醇厚的人情味。相较那些理论优先的评论方式，感

悟式批评则显得文采斐然、灵动飞翔、个性张扬。

如以下两个片段：

A：a. 凝聚与发展中人物的交叉模式

b.“家”主题的检验：在礼教与经济的撞击中

c. 人道主义：“家”曲折运行的减速剂

B：话剧有些戏纵容演员。但这些戏中有的不

失为好戏。而另有些更好的戏,却让演员感到一种

压力:因为往里钻,戏把他们挡在外头,闭门不纳。生

活在这里天衣无缝,现实和真实统一了,不给演员空

子钻。这是第一等戏。我们今天有幸在吴祖光的

《闯江湖》里读到。生活本身有一道闸,拒绝一切不

和它一致的干扰。这里有白描,这里细节俯拾皆是,

自然形成一种线条,饱满丰盛,而又美好多姿,而又是

戏,和细节一样俯拾皆是。

A是四川本土学者荣隆徽的文章《〈寒夜〉：巴金

家庭小说的总纲》[7]164-172，B是现代文学史上感悟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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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代表之一李健吾的《读‘闯江湖’偶感》[9]39-41。前

者试图站在理论的高度上来分析《寒夜》中的家庭

结构和人物模式；后者用娓娓道来的话语，拉家常

似的风格就将《闯江湖》里面的白描手法一一勘破，

清新晓畅、明白易懂，这也是传统的感悟式批评发

展到今天的特点之一。感悟式批评的魅力也可见

一斑。

综上所述，在多元文化快速发展的时代浪潮

中，传统的中国文学，不论是文学体裁上如小说、戏

剧、散文，还是在文学传播方式上如报纸、杂志，仿

佛都已经在各种新鲜事物的冲击下失去了部分影

响力。而在这种情况下，巴蜀文学如何寻求突破，

焕发自己的生命力，完成时代转型，就显得尤为重

要。文艺理论不过是辅助研究者探寻作家作品的

一种工具。只有在对作家及作品的全面理解上，研

究者做的研究才是有灵魂的，有血肉的。在文学批

评遭遇瓶颈期的当下，来自中国传统的感悟式批评

或许能带给我们新的思考，这不仅是文学回归传统

的一条途径，也是对中国古代文论遗产继承的一条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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