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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化批评　才情之作 

———读颜翔林教授《楚辞美论》

刘年喜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颜翔林教授的《楚辞美论》一书，深入探析屈原心理情结，系统解读《楚辞》文本，新意迭出，成一家之言；感悟式的
批评风格，诗意化的修辞表达，彰显其文本个性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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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以降，学界对屈原及其《楚辞》之研究不绝
如缕，硕果累累，后来者要想在此领域有所超越、有

所成就难乎其难，殊为不易。近些年来，对屈原及其

《楚辞》的研究成果（包括专著、论文）可谓汗牛充栋、

数不胜数，但真正有点新意、有所发现的，却也寥若

晨星、屈指可数。温州大学文学院教授颜翔林先生

因家学所染，自幼攻读楚辞，浸淫其中数十年而不

辍。其新著《楚辞美论》［１］为他长期研读屈原及楚辞

的厚积薄发之作，视野宏阔，立意高远，议论风发，才

情四溢，笔者读之再三，不忍释卷。其对屈原心理情

结之剖析诠释，对《楚辞》文本之研讨解读，新意迭

出，能成一家之言，发人深思；感悟式的批评风格，诗

意化的修辞表达，于无形中增加了论著的感染力和

可读性。论著文质兼美，是一部近年来楚辞研究难

得一见的力作，值得我们关注和重视。

颜翔林先生本科读中国文学，硕士念文艺理论，

博士治古代词学，博士后攻西方现代哲学，这种特殊

的求学经历造就了他辽阔的知识视野和擅长跨学科

研究的治学风格。《楚辞美论》一书就颇能体现他的

这种研究特长，论著从哲学、美学、阐释学、神话学多

学科视野出发，并援引文化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

学等人文科学的思想资源，对屈原和楚辞进行宏观

与微观相结合的探究诠释，在诸多理论问题上突破

旧说，成一家之言，进而引发读者的强烈共鸣。

该书的上篇为“诗人研究”，顾名思义，是对作

为创作主体诗人屈原的研究。纵观屈原和楚辞的

研究历史，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偶像和精神信仰，

屈原之高洁人格和卓越诗艺为历代研究者反复研

读；但同时亦不可否认，大家对屈原精神、人格及其

伟大诗艺之具体内涵却又见仁见智，并无定论。依

照现代阐释学的信念，阐释是阐释者依据自己所处

的历史文化语境进行的主观理解活动，因之，屈原

及其楚辞于后来者而言，其研究空间永远是敞开

的、难以穷尽的。缘于此，颜翔林先生充分发挥其

跨学科研究特长，将论著的研究重心聚焦于作为创

作主体诗人屈原的心理情结之分析，探究和阐释其

心理情结的文化学、心理学、美学之意义以及它与

文学创作的潜在关联，试图在当代文化视域下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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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之形象，并借此揭示了其楚辞创作的心理根源

和艺术动力。

所谓“情结”，是瑞士心理学家荣格首先提出的

一个心理学术语，指的是许多心理内容聚集在一起

的心理结丛，其在心理学意义上可能起源于童年时

期的创伤性经验，也可能是成年时期欲望被抑制而

形成的心理焦虑，它可能具有非正常的略有变态的

心理特质，但却是艺术创造中灵感和动力的源泉。

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作家心理情结的分析和把控，

既是洞悉作家精神和灵魂的窗口，也是解释其创作

奥秘的捷径。《楚辞美论》正是循此理路，试图通过

对屈原心理情结的系统分析，对作为创作主体的屈

原以及他的金相玉质的楚辞文体作出更加精准的

理解诠释。论著认为，孤独情结、痴狂情结、恋美情

结、死亡情结是屈原心理情结辩证联结的四个部

分，而“孤独情结作为具有核心功能和关键作用的

情结，在诸种情结中占有主导性位置，它在时间性

和逻辑序列上居先，由它派生恋美情结、痴狂情结、

死亡情结。”［１］２７论著的第一章“孤独的行吟者”对

屈原孤独情结的成因、结构、特质以及孤独情结对

其楚辞创作的深刻影响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探析。

论著的第二章“香草美人———恋美情结”，第三章

“痴狂的人生境界”，第四章“生与死的对话”则分

别对痴狂情结、恋美情结、死亡情结及其与楚辞创

作的关联进行了研究阐释。“恋美情结和痴狂情结

作为孤独情结的最终的必要陪伴，为诗人的艺术人

生播撒了黑色的悲剧种子；死亡情结作为孤独情结

的最终的和必然性的逻辑结果，为诗人的审美化人

生融入深刻的生命悲剧意识。死亡情结当生命存

在尚未被结束的时间内，则不断地强化孤独情结；

恋美情结是由孤独情结推演而来，而爱恋的失败又

反作用于孤独情结，将诗人进一步退路孤独的深

渊。而这又必然性地导致心灵的迷乱，引发精神的

痴狂或疯癫，促使孤独情结、恋美情结的强化，最终

迫使诗人项死亡的终点走近。因此，这几个情结形

成彼此联结的精神链条和逻辑环节，它们相互作用

和推动实践意志的动作发展，构成诗人艺术化的人

生”。［１］２７论著的这种推演和分析，在逻辑上是自洽

的；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学术眼光的敏锐和深刻，其

对屈原心理情结的探析诠释，为进一步解释屈原及

其楚辞创作的奥秘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推进和深

化了人们对屈原及其楚辞的理解与认识。

该书下篇为“文本研究”，作者从现象学、阐释

学、接受美学的视野，运用传统的训诂、考据等方法，

对包括《离骚》《天问》《九歌》《九章》在内楚辞诸文

本进行了新批评主义的“细读”（Ｃｌｏｓｅｒｅａｄｉｎｇ），发掘
并详细阐释其文化内涵和美学特质。屈原创作的楚

辞博大精深、涵蕴深远，其中《离骚》等篇什之诗艺技

巧、意境风骨、神韵气象、审美意象等方面，更是叠彩

纷呈，巧妙卓绝，很难从单一视角分析把握。就对楚

辞诸篇的文本解读的方式而言，颜翔林先生显然推

崇现代著名文学批评家李健吾先生标举的感悟式的

批评方法。这种感悟式批评，其实是一种融合了中

国古典感悟式批评与法国印象主义批评的批评方

法，与一般批判方法相比，其更注重批评主体的丰富

想象力和审美经验，注重即兴的直观把握、敏捷的联

想和使用生动的言语，主张由感性的审美品评出发，

对作品进行理性分析，力求感性与理性完美融合。

因之，《楚辞美论》之文本分析体现出鲜明的感悟式

批评特色，作者往往就兴趣所致，悟性所及，生发议

论。其批评话语个性十足、才情四溢、灵动飞扬，令

读者不知不觉陶然其中，于轻松愉快中，与作者共享

其审美感悟，品味楚辞神韵。

应当说，个性化、诗意化的修辞表达也是《楚辞

美论》一个非常突出的文本特色，其对楚辞诸篇《离

骚》《天问》《九歌》《九章》的解读，无不显示出个性

特色鲜明的批评旨趣与审美追求，作者往往以饱蘸

情感的诗性语言表达自己极具个性色彩的审美感

悟。且看第五章开篇一段对《离骚》之评述：“《离

骚》———是一株飘悬于澄明天空闪烁灵性的神话树，

如果说诗人是以生命幻化的花蕾，使之散发绮丽色

彩和醉人芬芳；那么，诗人以若干和想象所创造的的

审美意象，则是栖息于这株绿树的夜莺，它以神奇的

语言和浪漫的音律，用凄婉、沉郁、柔绵、旷达、洒脱、

迷狂、悲哀、痛苦、欣悦、华丽、空灵、豪放……婉转动

听的歌喉，吟唱出千古不朽的诗句。”［１］１３７不能不承

认，这种诗意化的表达深得中国古代文论之神韵，显

示出文本难以抗拒的语言魅力，于无形中大大增强

了了审美批评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概言之，《楚辞美论》一书，无论是对作为创作

主体屈原的心理情结之分析，还是对包括《离骚》

《天问》《九歌》《九章》楚辞诸篇的文本解读，都充

分体现了跨学科研究的优势特色，在诸多方面深化

和推进了人们对屈原及其楚辞的认识和理解；其感

悟式的批评风格，诗意化的行文表达，则彰显出文

本卓越的个性特色和修辞魅力。论著堪称近年来

楚辞研究领域难得一见的文质兼美的才情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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