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意地栖居
� � � 读陶文鹏、韦凤娟主编的 �灵境诗心:中国古代山水诗史  

覃碧卿
!

海德格尔在阐释荷尔德林诗歌的某一顷刻写

道:人应该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后来它一度

成为美学领域的流行话语而被无数次地重复。这

至少寄寓了三重的象征意义: 一是这句话昭示出

深刻的美学真理 � � � 人对于世界的本能性和必然
性的依恋,因为 ∀大地 #隐喻着人的生命存在的还
乡性和回归母体的深厚情感;其二是,人永远是自

然中的一个可能性结构, 他在山水之中充分展示

自我生命活动中的无限可能性;最后,人不仅仅作

为感性主体而存在于世界之上, 更应该获取空灵

的诗意,上升为诗性主体, 从而使生命状态达到美

学化的完满。其实,海德格尔的这番高论,在我们

极其富有生命智慧和诗意情怀的古人眼界里, 只

不过是一种无须言说的常识而已。从几千年前诗

歌总集 �诗经 到 ∀书楚语, 作楚声, 纪楚地, 名楚
物 #的瑰丽浪漫的 �楚辞  , 再到精细地体物图貌

的 �汉赋  , 流变为魏晋时期的山水诗的审美独
立,形成唐宋时代的山水诗的琳琅满目和艺术高

峰,金元时代的承续, 明代的复古和新变,最后到

清代的集大成。中国古典山水诗的历史轨迹无不

证明了华夏民族的诗意栖居的美学传统。陶文

鹏、韦凤娟主编 �灵境诗心: 中国古代山水诗史  

(凤凰出版社, 2004年版 ) , 气象卓荦, 洋洋大观,

全书以近百万字的篇幅, 以宏阔的历史主义眼光

对中国古代的山水诗进行富有诗意的描述与阐

释,形象而深刻地回应了海德格尔的美学召唤:人

应该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

像黑格尔的哲学一样, 黑格尔的美学也充满

辩证的历史感和历史理性, 作者以历史主义的动

态描述将艺术的历史发展过程给以符合逻辑的揭

示。陶文鹏、韦凤娟主编的 �灵境诗心:中国古代

山水诗史  也以富有历史感的逻辑结构, 以宏观
和微观相结合,文本和作家相结合的写作策略,勾

勒出中国山水诗的动态历史过程, 揭示其各个发

展阶段的基本面貌和审美特性, 呈现重要诗人的

艺术风格和审美趣味,并且能够展现出不同历史

时代的美学传承。著作将文本分析放置在历史场

景进行解读,从而让文本焕发出历史主义和人文

精神的光彩。第一编 ∀山水诗的形成 #, 首先, 精
细地描述和分析 �诗经  和 �楚辞  的经典文本, 清

理出中国山水诗的源头, 并且探究出它们所寄寓

的中国古人的审美意识, 奠定了理论叙述的逻辑

起点。其次,对汉赋中山水自然观和景物描写予

以精湛的解读, 展示出古典山水诗的历史演变和

文体转换的潜在关系。再次, 以 ∀建安文人与自
然山水 #、∀正始文人与自然山水#、∀西晋文人与

自然山水#、∀东晋文人与自然山水#的时间脉络,
顺理成章地勾勒出魏晋山水诗的客观社会条件和

主体存在的双向合力。最后, 深入地分析东晋山

水诗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 阅读与阐释山水诗派

的开拓者谢灵运及其鲍照、谢眺等重要诗人的作

品,使诗歌的历史发展和文本解读达到符合逻辑

的审美统一。第二编 ∀山水诗的第一个艺术高
峰 #,以唐代诗歌为对象,从初唐的傍城心态与营
构匠心到盛唐的情景自然的清纯意象、山水造境

中的清发意兴与创变精神, 再从中唐的山水诗美

的两种意态到别有幽峭明净处, 最后过度到诗意

山水与晚唐风韵, 以对这些密切联结的诗歌对象

的考察,深入揭示出中国山水诗的美学隐秘。第

三编 ∀山水诗的第二个艺术高峰 #, 则以宋代诗歌
的流变衬托出山水诗的艺术风貌和审美魅力。先

以唐风笼罩中的北宋清新气息过渡到宋诗风调的

激扬, 再以北宋后期的艺术高峰的崛起为重点,最

后描述南宋三个时期的山水诗演变,从初期的流

连光景到忧国伤时,从中期的山水诗的再度繁荣

到后期的唐风和宋调的对立与调和,在这种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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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背景的描述之中, 包含着深度的理性逻辑和

形式阐释,鲜明而生动地勾画出宋代山水诗的时

间轨迹和美学风范。第四编 ∀山水诗的承续与发
展 #,则以辽、金、元三代为研究对象,著作没有因
袭以往陈旧之论,作者经过详细考证,认为金代山

水诗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从初期的太祖到海陵

朝,由宋入金的文人借助吟咏山水抒发故国情思

和隐逸冲动,散发出追忆的感伤和生命的苍凉;中

期的山水诗则偏重于塞北风光的描写,呈现激越

豪迈的气象;后期则从优游林泉到忧念苍生,完成

螺旋式的历史上升。第五编 ∀山水诗的复古与新

变 #对于明代山水诗的情结和艺术变法的状况进
行探索,尤其是对于 ∀性灵派#和 ∀公安派 #的山水
诗创作分析,从历史境况与文本风尚、艺术实践与

诗学理论的关系上阐释, 获得诸多新颖见解。第

六编 ∀古典山水诗的集大成 #, 对于清代山水诗的
发展演变作出清晰梳理, 从社会政治性、民族意

识、审美性的强化和成熟等方面,揭示其思想意蕴

和审美形式的不同风范。动态的历史感和辩证理

性贯穿于著作的整个过程, 从社会的政治、经济、

文化、伦理等意识形态的交叉结构之中显露出山

水诗的精神路程和审美轨迹, 这是该著的显著特

色之一。

文学研究的流弊之一就是喜好坐而论道, 以

空疏的抽象理论和烦琐概念进行主观逻辑的演

绎,以自我的虚假理念和想象主体的想象活动代

替对于作家与文本的具体考察, 文学史往往沦落

为文学家的虚构活动的伪劣产品。陶文鹏、韦凤

娟主编的�灵境诗心: 中国古代山水诗史  摈弃如
此的做法,该著每一编都精心选择各个历史时期

的山水诗的代表作家和作品, 给予详细的阐释。

著作以丰富翔实的资料, 对于富有典型性意义和

独特审美趣味的文本展开细读和评点,揭示山水

诗发展历程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诗体演变和修

辞方法、思想意蕴和审美形式、传统承传和变革创

新、风格流派和审美理想等方面的丰富内涵。

�诗经 和�楚辞 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源头,
作为孕育山水诗的母体, 一方面反映出古人的自

然美意识,折射出中国人诗意栖居的美学魂影;另

一方面,弥散着心灵飘泊的乡愁情绪,显现古人对

于自然的皈依,对于故国山水的崇拜与眷恋。著

作以对两种文本的精细鉴赏, 令人信服地证明山

水诗作为诗歌题材中最古老最重要的结构之一,

它的发源是历史文化和审美活动的必然性果实。

对于汉赋中的山水景物描写, 侧重从诗歌文体角

度发掘它独特的富有美感的象征符号。魏晋时期

迎来山水诗的一个高涨, 著作着眼于从建安、正

始、西晋三个历史时间的文人和自然山水的密切

联系, 揭示山水诗和主体觉醒、历史语境与审美精

神的逻辑因果。唐代山水诗作为中国山水诗的艺

术高峰,前人的探究比较充分和深入,似乎留给我

们思考和言说的空间有限。陶文鹏、韦凤娟主编

的 �灵境诗心:中国古代山水诗史 却能够独辟蹊
径,一方面对唐代山水诗进行全景式的宏观描述,

揭示出它们各个发展阶段和演变序列中不同的美

学特点和艺术风格,另一方面对于以往被忽略的

部分诗人的作品加以细读,给予合理公允的评价。

一部学术著作仅仅沉醉于现象的描述而遗忘理论

的提炼,势必造成其境界的欠缺。该著在对唐代

山水诗的描述之中,始终瞩目于审美的阐释和理

论的提升。如通过对王昌龄的诗论分析获得盛唐

山水诗的审美意识的特质, 从 ∀二张山水 #到 ∀小
谢清发 #,从 ∀造境清纯的诗人群落#到 ∀岑参笔下
的精确山水和边塞风光 #, 归纳出盛唐山水诗的

三大美感系统: 以吴越清丽山水为标志的江南山

水诗; 以秦中朴野山水为中心的北国山水诗;以西

部苍茫山水为主体的边塞山水诗。再如对宋代山

水诗的不同艺术风格和美学气象的分析, 清理出

唐风和宋调的对立与调和的特质, 对宋代山水诗

的丰富多彩的思想结构和审美旨趣都进行合乎事

实的归纳。

宏阔的历史视野和丰厚的文本材料构成 �灵
境诗心:中国古代山水诗史 的显著特色,而敏锐
精细的作品分析和艺术风格的逻辑归类, 以及理

论上的精心提炼, 都使该著在赏心悦目之余具有

美学的滋味和优雅的诗意, 尤其是著述之中流淌

着心会山水的浪漫情怀, 令人感受到诗意生存的

乐趣。同时,字里行间贯穿着以山水与诗歌心会

古人的审美冲动, 让阅读者分享到古典主义的审

美快乐。

(责任编辑:黄声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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