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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古代文论批评开山纲领“诗言志”说所揭示“律和声”“八音克谐”“神

人以和”中萌发“和谐”价值源,先秦元典及诸子百家“和谐”观奠定中国古代文论批评思

想基础,形成天人合一、虚实相生、心物交感、神与物游、文质彬彬、情景交融、意与境偕、
形神兼备的文艺审美观与艺术辩证法,确立真善美和谐统一的核心价值取向,建构中国

古代文论批评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的优良传统,对于建设和谐社会以及中国特色的当代

文论批评体系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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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和谐”构成、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和谐美”审美价值取向、文艺真善美的永恒追求,都蕴含源远流

长、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和谐”基因,形成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头之一———“和
谐”价值源.本文侧重于从中国文论批评价值取向研究视角,探溯“和谐”价值源

发生、生成、建构的渊源与传统,这对于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

展、促进当代中国特色的文论批评体系建设,培育文艺审美的核心价值观具有现

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和谐”内涵及其历史文化溯源

“和谐”构词由“和”与“谐”组成,从文字学及语言文化学角度阐释其内涵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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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发掘其文化意义应该首当其冲.
先言“和”.«说文解字»释“和”:“相应也,从口禾声.”〔１〕指声音及其六律协

调相应.«辞源»释“和”义项主要有:一是“合顺,谐和.«易乾»:‘无约而请和

者,谋也.’”三是“温和.见‘和风’.”四是“调和.«国语郑»:‘和六律以聪耳.’
含有相反相成之义.«左传昭二十年»:‘和如羹.’此以水火相反而成和

羹,比喻可否相反相成以为和.”〔２〕可见,“和”原义指六律相应协调之和声,引申

或衍生为和谐、和顺、协和、和平、和气、温和、中和、合和等,由此可见“和”是一个

元范畴,具有本元性、衍生性、开放性特征.
次言“谐”.«说文解字»释“谐”:“詥也,从言皆声.”〔３〕指声音协调融洽.«辞

源»释“谐”,主要含义为:“合和,协调.«书舜典»:‘八音克谐,无相夺伦.’«左
传襄十一年»:‘如乐之和,无所不谐’”〔４〕可见,“和”与“谐”基本同义,均来源于

“声”“音”“乐”的五声、八音、六律的协调与和谐.因此,“和谐”之义,«辞源»:“协
调.«左传襄十一年»:‘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晋书挚

虞传»:‘施之金石,则音韵和谐.’”〔５〕“和谐”既为并列合成词,指“和”与“谐”,亦
“和”即“谐”或“谐”即“和”,两者互文互释;又为因果关系合成词,以“和”为因所

致“谐”之果,或以“谐”为因所致“和”之果,实则互为因果关系.以上所释无论怎

么理解,都没有脱离“和谐”的合和、协调、统一的基本含义.
从民间话语角度分析其字源与词义,有论者认为:“和”由“禾”“口”构字,来

源于农耕文明的稻禾种植物,义指能够满足物质需求的口腹之乐亦可谓“和”;
“谐”由“言”“皆”构字,义指语言声音协调融洽,能够满足精神心理需求表达的诉

说之畅快愉悦亦可谓“谐”.因此,“和谐”往往被民间理解为人人皆有口饭吃、人
人皆有发言表达需求之权利,因此赋予“和谐”以平等、民生、民主、民权之色彩,
从而延伸扩大其含义与内涵,成为表达人们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及其满意程度

状态的一种描述方式.
基于“和谐”之义,将其作为中华文化的元范畴,集中表达出中华文化的特质

特征,既可谓和谐文化性质,亦可谓中华文化渊源.从“和谐”作为价值观及其价

值取向而论,可谓中华文化价值源.在中华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古代文

论批评传统,也是基于“和谐”价值源形成文艺观、审美观、文论批评观及其和谐

美核心价值取向.朱自清«诗言志辨»提出“诗言志”是中国古代文论批评“开山

的纲领”,亦即中国古代文论批评源头及其始发点,其中蕴含“和谐”价值源,由此

构成“诗言志”的和谐价值取向.
“诗言志”出自中国最早的元典,即被称为“上古之书”的«尚书».“帝曰:夔!

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

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 予击石拊石,百兽率

舞.”〔６〕此言所指背景语境为尧舜时代,即上古时期氏族部落联盟时代,亦即原始

文明向华夏文明过渡时期,是一个神话与传说、尽神事与尽人事、巫与史交织交

融的时代.此言所描述的内容是作为氏族部落联盟首领的舜“帝”命“夔”以“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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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之过程,亦即诗—乐—舞循序渐进地表现过程,不仅揭示上古之“乐”为诗乐

舞三位一体构成,而且是伴随祭祀仪式活动而展开的行乐过程.上古祭祀仪式

尽管与原始巫术、原始宗教祭祀仪式有所区别,但仍然保留一些图腾崇拜、自然

崇拜、神灵崇拜遗迹;同时,也与此后周代礼乐制度中的祭祀仪式有所不同,但祭

祀仪式所包含的秩序、程序、序列、规矩等内在逻辑,蕴含礼仪及其礼制萌芽,“典
乐”必须遵循祭祀仪式的内在之“礼”,故祭祀之乐所蕴含的礼乐之和内在逻辑直

接导向此后礼乐制度及其礼乐文化构建.在此背景语境下,除祭祀之乐所蕴含

礼乐之和内在逻辑外,此言还可从三方面发掘“和谐”价值资源:一是“教胄子”之
“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中包含温柔敦厚、宽厚包容、谦虚谨慎、刚
柔兼济的人性人格及其为人处事之道,其乐教诗教旨归导向中和之美的核心价

值取向;二是基于音乐声韵、节奏、韵律及其相互协调的形式构成及其形式美规

律,产生“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效果,与“和谐”
来源于音乐形式自身的内在逻辑之本义吻合,其“律和声”与“八音克谐”刚好组

成“和谐”范畴;三是祭祀仪式中的诗乐舞功能作用直接指向“神人以和”目的,亦
即祭祀所达到的人与神交流沟通以达和谐目的,凸显诗乐舞敬神、娱神、乐神的

功能作用,其中寓含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协调、调节以致和谐的趋

向.因此,从上下文关系及其全文整体看,“诗言志”无论是“诗”还是“志”,也无

论是“诗者志也”还是“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均包含“和谐”的内在机理与辩证逻

辑,构成“诗言志”核心价值取向,形成中国古代文论批评“和谐”价值源.
从“诗言志”渊源及其缘起追溯,从上古时期的祭祀仪式渊源及其缘起继续

往上追溯,“和谐”价值源发生与生成可谓源远流长,可在史前文明或原始文明发

生过程中窥见端倪.史前原始先民基于存在、生存、生产、生活、繁衍需要以及人

与自然矛盾,不仅立足于社会实践活动在改造世界的同时改造人自身,由此推动

人类文明发展;而且着眼于人与自然关系对其生存环境、对象、现象的感知与认

识,由此产生“泛神论”“万物有灵论”“神灵附体”等原始观念,基于此产生图腾崇

拜、自然崇拜、神灵崇拜、生殖崇拜等精神信仰与心理慰藉系统,形成原始巫术、
原始宗教及其祭祀仪式,以期通过神灵协调、调节人与自然关系以达和谐.史前

艺术或原始艺术作为“艺术前艺术”〔７〕基于此而发生,无论神话还是传说,也无论

原始岩画还是原始歌谣,抑或伴随祭祀仪式而产生的诗乐舞,都必须具备敬神、
祈神、娱神功能作用,以期通过“神人以和”达“天人以和”目的,使人与自然、人与

神、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关系协调与调节以趋向和谐.由此可见,上古时

期基于“神人以和”发生的“诗言志”与史前基于“神人以和”发生的原始巫术、原
始宗教及其祭祀仪式可谓一脉相承.因此,“和谐”价值源生成是一个发生、生成

与建构过程,其渊源与缘起具有艺术发生学意义.
除此之外,“和谐”价值源缘起还基于人类对自身与外界形式构成的感知与

认识.人体生理构造的外观形式构成及其动作行为,无论是其功能作用,还是其

价值意义,无不与对称、平衡、均匀、协调、整齐、统一、运动的形式构成与内在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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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关系所形成的和谐价值有关.推己及类,推人及物,自然界天地万物如同人体

结构一样,日月星辰、江河湖海、高山峻岭、鸟兽虫鱼、花草丛木、春夏秋冬等自然

现象遵循自然之道、万物之理各就其位、各司其职、井然有序、生生不已,构成自

控制、自调节的自然法则与生态系统,其形式构成与结构逻辑中必然蕴含内在的

调节、协调、协调机制,吻合自然和谐之道、生态和谐之理.由此可见,“和谐”价
值源缘起及其原因探讨不仅具有人类学、伦理学、文化学、社会学意义,而且也具

有生态学、环境学、生物学意义.

二、先秦元典的“和谐”说建构文艺审美核心价值观

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和谐”不仅是元范畴,而且也是核心范畴;不仅是文化

范畴,而且也是哲学范畴;不仅是价值范畴,而且也是价值源本体范畴.“和谐”
所具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辩证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及其价值取向意义,无论对

中华文化传统及其中华民族价值观还是中国古代文艺审美观都产生重要而深远

的影响与意义.
除«尚书»所言“诗言志”及其“律和声”“八音克谐”“神人以和”“百兽率舞”中

阐发基于祭祀仪式的诗乐舞“和谐”价值源发生外,“和谐”含义中所蕴含源流、规
律、秩序、规矩、法则等内涵与外延之论均有所依据.«尚书序»:“古者伏羲氏

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由此阐明“文籍

生”而“王天下”之和谐;«虞夏书»之«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

雍.”«舜典»:“食哉惟时,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阐明“柔远

能迩,惇德允元”之德“协和万邦”“蛮夷率服”以致和谐.以及«大禹谟»:“正德利

用厚生惟和.”«皋陶谟»:“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

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之“九德”.«益稷»:“夔曰:於! 予击石拊

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五子之歌»:“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

孙.关石和钧,王府则有.”至于«周书»所记载周代制度、政治、祭祀、哲学、文化

所涉“和谐”内容更为丰富.«洪范»:“禹乃嗣兴,天乃赐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

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

六极.”所载“洪范九畴”,即周制九种大法,旨在制定协调、调节自然与人伦、神
事与人事、德行与政治关系,达到“邦诸侯,班宗彝”的和谐天下的目的.«尚书»
所载上古之事,包括从原始氏族社会到部落联盟尧舜禹传说时期及其夏商周(西
周早期)华夏文明生成时期,所载神话传说、氏族聚合、部落联盟、巫术宗教、祭祀

礼乐、制度文化、政治军事、人伦道德、农耕生产、自然灾害等丰富内容中以“和”
“合”“谐”“协”“同”等用词造句孕育与萌发“和谐”价值源萌芽,由此形成互证互

释,拓展“和谐”价值源发生渠道以及生成建构过程.
先秦其它文献元典所载历史源流以及诸子百家论著学说,亦可印证和建构

“和谐”价值源发生说.因此,先秦可谓“和谐”说滥觞期,亦可谓奠定“和谐”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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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的奠基期.
春秋时期鲁国史官左丘明所撰«左传»,即«左氏春秋»或«春秋左传»,所载历

史年代为春秋时期,系统记载这一时期各国政治、祭祀、经济、军事、文化等历史

事件,其中包括诗乐舞等文艺审美状况,形成较为自觉的“和谐”意识观念及其和

谐美价值取向.基于“和谐”,«左传»最重要的是提出“和如羹”说.«左传昭公

二十年»载:“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子犹弛而造焉.公曰:‘惟据与我和

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晏子对曰:“异.
和如羹焉.水火醯醘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
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

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

«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
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
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
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据不然.君

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 若琴瑟之专

一,谁能听之? 同之不可也如是.”〔８〕这段话采用比喻方式,从外交关系入手,以
调味到调乐为比喻,通过辨析“和与同异”而提出“和如羹”观点,继而以其之理推

及音乐之音符、声调、节奏、旋律的协调搭配以成“和乐”之道,其中阐明相反相

成、相辅相成、有无相生、相济相补的辩证思维方式及其协调、调节以趋和谐的方

法,旨在达到“平其心,成其政”“心平德和”以及“君子和而不同”的目的.
«国语»所载:“夫乐不过以听耳,而美不过以观目.若听乐而震,观美而眩,

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枢纽也,故必听和而视正.听和则聪,视正则明.聪则

言听,明则德昭.听言德昭,则能思虑纯固”;“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声以

和乐,律以平声.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诗以道之,歌以咏之,匏以宣之,瓦以

赞之,革木以节之.物得其常曰乐极,极之所集曰声,声应相保曰和,细大不逾曰

平.”〔９〕以“听和而视正”阐发和谐美价值取向,以“声以和乐,律以平声”阐发乐声

的“和”与“平”价值取向,奠定以乐观政的思维方式与和谐美价值取向基础.
«周易»基于巫史结合、尊天命与尽人事交织的思维方式及其“卦象”与“爻

辞”逻辑关联的感物与推演方式,将人事放置在宇宙天地之间的更大视野中认知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神、人与自我关系,进而阐发宇宙、天地、乾坤、
阴阳、刚柔、尊卑、变通等对立统一规律及其朴素辩证法思想.«说卦»:“昔者圣

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

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系辞上»:“是故阖户

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系辞下»:“古者包牺

氏之王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
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从哲学及其宇宙观视角

阐发天人和谐之理,为“和谐”价值观形成奠定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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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乐记»以周代礼乐制度构成中的“礼”与“乐”关系论述,阐发“和谐”
观及其功能作用与价值意义.“礼”与“乐”在对立统一规律中具有重要位置与作

用,不仅为礼乐制度提供逻辑性、合理性与合法性依据,而且提供思维方式、思想

观念与价值取向的理论依据,建构起基于“和谐”价值源生成的思维模式与行为

方式.“礼乐”遵循对立统一规律与法则,形成彼此相辅相成、相互渗透、相互依

托、相互交融的和谐统一关系.«礼记乐记»是讨论礼乐和谐关系最为完备的

文献,«乐本»:“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乐者,通伦理者也.”“礼乐皆得,谓之

有德,德者得也.”«乐论»:“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

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
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
合敬同爱矣.”“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

物皆别.”«乐礼»:“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辨者其礼

具.”“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

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乐施»:“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
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乐化»:“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

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勿与争执,望其

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
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

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
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以“和谐”观之,“礼乐”范畴无疑为乐之“和”与礼

之“谐”构成,两者遵循“和谐”之道以通“礼乐”之理.由此推动礼乐制度建立与

建设,同时也推动“和谐”价值源生成及“和谐”观建构.

三、儒道思想奠定古代文论批评“和谐”价值源根基

真善美和谐观,不仅作为中国古代儒道释思想的核心价值观,而且作为中华

民族及其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形成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价值源.
一方面从儒道思想渊源与发展角度看,无论双峰对峙、两水分流,还是儒道互补、
外儒内道,都能够体现异流同源、殊途同归的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内涵实质与人文

精神;另一方面从意识形态及其社会价值取向看,无论主流意识形态还是民间意

识形态,也无论哲学观、政治观、文化观、道德观、教育观、宗教观、文艺观、批评

观、审美观还是人生观、生活观、价值观,尽管等级森严、阶层殊分、各抒己见、众
说纷纭,但在协调、认同中华民族共同利益与核心价值上也都能够体现真善美和

谐统一精神.由此奠定中国古代文学及文论批评的核心价值观,形成真善美和

谐观,成为中国文论批评价值源.
探讨中国文论批评发展渊源,无疑会追溯到中国文化传统及其国学传统的

文史哲源头.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中脱颖而出的儒家与道家学派,
成为中国文史哲思想与文论批评美学思想的源头.儒家所秉承的“仁义”“礼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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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和之美”思想,道家所秉承的“自然”“无为”的“物我为一”思想,无不着眼于

“和谐”价值源遵循对立统一规律与朴素辩证法法则,立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

会、人与人、人与自我诸关系的协调、调节、协同,建构起主客体和谐统一观、真善

美和谐统一观、顺应自然与改造自然和谐统一观.由此,形成儒道互补、外儒内

道、阴阳协调、天人合一的和平共处、双向同构的和谐观,建构起源远流长、一脉

相承的中华文化传统,构建“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为一体的民族性格与精神.
更为重要的是,儒家与道家基于“和谐”价值源形成“和谐”观,奠定中国古代文

艺、文论批评、美学的思想基础与核心价值观基础.
先秦儒家基于“礼乐”和谐关系建构“中和之美”文艺观.孔子论«诗»,«论语

为政»:“«诗»三百首,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阳货»:“小子何莫学夫

«诗»?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

墙面而立也与.”«季氏»:“不学«诗»,无以言.”«学而»:“诵«诗»三百,授之以政,
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八佾»:“«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

伤.”旨在强化文艺的兴观群怨社会作用以揭示真善美和谐统一之理,建构起温

柔敦厚、清正典雅的中和之美价值取向.孔子论乐,«泰伯»:“兴于«诗»,立于礼,
成于乐.”«先进»:“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吾从先

进.”«阳货»:“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恶紫之夺朱也.
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八佾»:“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

仁,如乐何?”“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

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
‘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旨在厘清与协调礼乐关系以达尽善尽美目的.孔子论

文,«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博学于文,
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述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宪
问»:“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１０〕旨在

以“文质彬彬”强调文艺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由此可见,儒家以“和谐”价值源

为核心价值观构建温柔敦厚、清正典雅、尽善尽美、文质彬彬、中和之美的文艺审

美价值取向.
先秦道家基于“道”建构“自然”“无为”之道与“以天合天”的文艺审美观,阐

发天人、物我、有无、虚实、巧拙等辩证关系,其渊源植根于“和谐”价值源.道家

始祖老子论“道”,«老子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

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四十一章»:“大音希声,大象无

形.”«四十五章»:“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八十一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
子以二元对立或对应的辩证关系不仅阐明真善美所具相对观,而且也阐发了基

于对立统一思维的和谐观,指向辩证思维与朴素辩证法的世界观及方法论.
庄子从“道”论“自然”,凸显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辩证关系.基于“道法自

然”之理,庄子一方面提出“自然无为”说,«庄子知北游»:“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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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
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以自然“无为”之道阐发圣人“无为”之
道,旨在达到顺应自然以无为而无不为之目的;另一方面提出“物化”说,«齐物

论»:“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 胡蝶之梦为周与? 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

物化.”由此得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物我为一”或“天人合一”
结论;再一方面,基于“自然”提出“贵真”说,«渔父»:“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

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

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
真者,所以受于天地,自然不可易也.”〔１１〕庄子所言“真”既涵盖“自然”思想,
又蕴含以“真”向善趋美的真善美和谐统一价值取向.

先秦儒道“和谐”说奠定“和谐”价值源的思想基础,建构中国古代文论批评

文脉传统,影响历代文论批评发展.此后,中国古代文论批评所提出意境、意象、
意蕴、文心、文气、文品、韵味、滋味、神韵、性灵、气韵、格调、妙悟、境界等文艺审

美范畴及批评准则,无一不蕴含真善美和谐统一的价值源基因,都具有真善美和

谐观构成的核心价值取向,不仅在文艺本体论、创作论、作者论、作品论、鉴赏论、
批评论、方法论、标准论等理论建构中始终坚持真善美和谐观,而且在文艺创作

与鉴赏批评实践中形成真善美和谐统一的核心价值取向,以温柔敦厚、古朴典

雅、自然清静、飘逸淡泊、中和之美表达出艺术人生追求与审美理想境界.魏晋

南北朝是“文的自觉时代”,刘勰«文心雕龙»以“原道”“宗经”“征圣”确立中国文

论批评思想主旨;以“天文”“地文”“人文”确立中国文论批评的人文精神;以“观
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阐发道—圣—文的

内在逻辑与辩证关系;以“神与物游”“心物交感”“感物吟志”等命题确立文艺性

质特征及创作特点;以“体性”“风骨”“通变”“情采”“隐秀”“物色”以及道术、阴
阳、有无、虚实、言意、文质、情景、文笔、形神、时空、浓淡、简繁、动静、朴华等关系

概念阐释了艺术辩证法及方法论.由此可见,“和谐”成为刘勰«文心雕龙»文论

批评体系的价值源及文论批评观核心思想,建构中国古代文论批评的“和谐”观,
形成真善美和谐统一的核心价值取向.

中国古代文论批评传统精神对于当代文坛仍然具有现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

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

美、心灵的美.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
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

生活.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

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因此,文艺批评必须遵循文艺真善美价值观发展规

律,确立真善美和谐统一的价值取向,构建文艺评价体系及其评价取向、评价导

向与评价标准.习近平还谈到:“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文艺批

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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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的重要力量.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文艺批评就要褒优贬劣、激浊扬

清,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批评家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

下来吃.’不能因为彼此是朋友,低头不见抬头见,抹不开面子,就不敢批评.作

家艺术家要敢于面对批评自己作品短处的批评家,以敬重之心待之,乐于接受批

评.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

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

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在艺术质量和水

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

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１２〕

文艺批评必须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论批评优秀遗产,必须继承创新文艺真善美

优秀传统,坚持文艺批评真善美核心价值与永恒价值,这就需要首先探溯真善美

价值观的“和谐”价值源.正如刘勰所言“原始以表末”方能知古以论今,促进传

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批评建设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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