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世界文学研究, 2016, 4(4), 96-102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16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wls 
http://dx.doi.org/10.12677/wls.2016.44016     

文章引用: 史玉辉. 文学理论文本的误读与原创性[J]. 世界文学研究, 2016, 4(4): 96-102.  
http://dx.doi.org/10.12677/wls.2016.44016 

 
 

Misreading and Originality of the  
Literary Theory Text 

Yuhui Shi  

School of Literature,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Received: Dec. 8th, 2016; accepted: Dec. 22nd, 2016; published: Dec. 28th, 2016 
 
Copyright © 2016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Abstract 

Literary theory text refers to the language form which researches for reading literature principle, 
category and the judgment standard. Our reading of literary theory text is a misreading pheno-
menon.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limited creative misreading of the text. Originality of the lite-
rary theory text is the important way of creative misreading. Originality of the literary theory text 
can be understood as the text’s nature has certain theory space of interpretation that authors 
created, and stimulate the recipient to continuously create. Originality of literary theory text 
comes from the interaction of writers’ and readers’ creativity and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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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学理论文本是指供阅读的研究文学原理、范畴和判断标准等问题的语言构成物。文学理论文本的阅读

存在着误读现象，对文本进行有限制的创造性误读是必要的，而解读文学理论文本的原创性是创造性误

读的重要方式。文学理论文本的原创性可以理解为文学理论文本中具有特定理论图式的作者开创，唤起

接受者不断再创造的独特理论阐释空间的性质。作者创造性与读者创造性的交互作用以及语境是文学理

论文本原创性产生的主客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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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学理论的发展是不断否定、不断创造的历史过程。原创性的文学理论文本是文学理论家创新思想

的凝结，也是文学理论发展史的重要表征。人们对文学理论文本的阅读存在着误读现象，我们应对文本

进行有限制的创造性的误读。解读文学理论文本的原创性是创造性误读的重要方式。明确文学理论文本

原创性的概念以及原创性从何而来则是我们解读文学理论文本原创性的重要前提。 

2. 文学理论文本的误读 

文本是在一定的语境中由作者有目的地选择、组合，向读者传递某种特定意义的一组符号。我们可

以将文学理论文本理解为供人阅读的研究文学原理、范畴和判断标准等问题的语言构成物(语言符号系统)，
是理论家对文学现实问题思考的物化。 

针对文学作品，布鲁姆曾经很有见地地提出误读理论，在《影响的焦虑》一书中，布鲁姆非常明确

地指出了他的理论的核心原则：“诗的影响——当它涉及到两位强者诗人，两位真正的诗人时——总是

以对前一位诗人的误读而进行的。这种误读是一种创造性的校正，实际上必然是一种误译。”[1]布鲁姆

用“误读”(misreading)强调诗人有意偏离、修正传统。 
我们对文学理论文本的阅读同样也存在着布鲁姆所谓的偏离、修正的误读现象。如果从认识论看，

在认识过程中，文学理论文本是理论家对文学现象进行研究的产物，文本的字符符号群脱离创造它的第

一主体而存在，是最客观的因素，成为第二主体——接受者理解的对象。文学理论是依据文学经验的一

种假设、一种整理，随着文学经验的增多，接受者可以重新假设、重新整理，创立新的理论。文学理论

文本的接受者与作者处于平等的地位，对文本——作者创造的第二客体应该采取批判的态度。接受活动

本质上不仅是领会意义的重建活动，还是给予意义的创建活动。接受者的创新活动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

非常必要的。 
文本在这里是作为话语系统中的一个要素意义上的文本，不是西方理论中“作者死去”而作品变成

文本那种意义上的文本。我们认为文本不是孤立的，它与说话人、受话人、语境、沟通一起构成一种话

语活动。文学理论文本所处的话语系统同样包括语境、作者、文本、接受者和沟通。具体而言：在文学

理论话语系统中，文本是核心，是焦点；语境是文本产生的条件，也是理论家和读者得以沟通的条件；

理论家和读者是两大主体；沟通指两主体之间进行的平等对话、理解和交往活动。文本处在文学理论话

语活动的复杂系统中，单独强调复杂系统中某一个因素都是简单化的处理方式，不能全面揭示其内涵。

因此，我们需要聚焦文本自身结构并在文本与语境、作者与文本、读者与文本、作者与读者等关系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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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文本这一概念。基于此，对文学理论文本的误读活动有两点要特别指出：一是误读要有创造性，二

是误读是有限度的。 
首先，误读要有创造性。创造性不仅仅理解为作者的创造性，还是读者的创造性。换言之，创造性

是文本本身蕴含的作者的创造性和接受者自己的创造性的融合。误读既是作者的创造性的被发掘，又是

读者自己主观创造性的发现。今天，我们对经典文学理论文本的阐释，不能仅仅停留在解释词语、争论

句子原义的理解。如果没有充分发挥接受者的能动性，即使百家百言，也如平原跑马，认识没有推进，

谈不上有真正的创造性。解读文学理论文本的原创性正是一种创造性误读。比如读《文心雕龙》、《诗

论》等理论文本，关键不是解释刘勰、朱光潜的原义，而是挖掘、解读《文心雕龙》中刘勰的原创性(解
读《文心雕龙》原创性的观点来自笔者就“文学理论文本的阅读是否存在误读现象”请教杨文虎教授的

记录。)、《诗论》中朱光潜的原创性，这比解释文本本义更有意义。解读文学理论文本原创性是接受者

对作者的超越过程，是接受者给予意义的过程。接受者的解读要力求新意，如果读者自己没有创造性，

就很难发掘《文心雕龙》、《诗论》的原创性，显然，这些理论文本的原创性是刘勰、朱光潜的创造性

与研究者的创造性合流的产物。 
其次，误读不能随心所欲、无边无界，误读是有限度的。限制之一是理论文本本身，文本是理论的

结晶、物化，误读必须受到文本的限制。我们必须回到原典，必须根据原著文本来进行研究。不同的接

受者都可以回到原典，对其理论思路进行逻辑推理，但人们对概念、命题的理解仍然是歧见纷纭、争论

不休，特别是具有诗性、模糊性等特征的古代文论文本。 
我们只有返回到某种思想产生的根源，才可能真正理解这种思想。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理解处于

代码依赖型理解与语境依赖型理解两者之间。由此可见，误读的限制之二是语境，从这个意义上讲，解

读文学理论文本的原创性，不是复原理论文本的原义，而是在还原产生创造性的语境的基础上进行创造

性误读。例如，我们对《文心雕龙》、《诗论》等文本必须做语境依赖型的阅读，追根求源，思考原创

因何而来：从刘勰之前(或朱光潜之前)、当时以及当今语境三重维度看《文心雕龙》(或《诗论》)中有多

少创新的东西，原创是怎么来的？《文心雕龙》、《诗论》等文本的原创性跟时代、历史语境有怎样的

关系？在阅读时，我们要尽可能复原形成《文心雕龙》、《诗论》的文化、政治、经济等语境因素，只

有返回到原创性思想产生的根源，设身处地地从作者的语境和理论个性出发，才可能得到对这些思想的

真正理解。 
文本自身和语境作为解读文本的“根据”限制了人们对文学理论文本作随心所欲的解读。因此，解

读文学理论文本的原创性是一种有限制的创造性的误读。它既强调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强调主体的创造

性的实践活动，另外始终坚持外部客观的制约，这种外部客观的制约对作者而言是客观对象(文学现象)
的制约，对读者而言是客观对象(文学现象)和文本的制约。可见，解读文学理论文本的原创性是我注六经

和六经注我的统一、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探讨文本原创性的意义大于争论文本的原义。因此，我

们需要对文学理论文本的原创性的概念及其产生的条件有比较深入的理解。 

3. 文学理论文本的原创性 

(一) 概念界定 
文学理论是理论家出于独特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展开对与这些问题相关的既有理论的创造性批

判，提出解决这种问题的独特概念、范畴和理解的观念系统。这些概念、范畴和理解的观念系统通常以

文本的形态存在。文本向读者传递某种特定意义，文学理论文本传递的是某种特定的文学理论意义。文

本的意义包括传达意义和理解意义两种，赫施区分为 meaning 和 significance，文学理论文本的意义同样

含有meaning和 significance，原创性是文本的意味、文本的潜能，属于 significance，当然，文本的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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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本的 meaning 为基础，研究文本的原创性是兼顾了文本意义的这两个方面。原创中的“原”有来源、

根本、起初等意。“创”有创始、开创、创建之意。原创性具有的最早创作或创造性质。原创性不仅强

调创造性，如对现有理论进行独特地反思和批判，形成严谨新颖的观念和观念系统，成为新的研究起点；

还包含原生语境的尽可能还原、主体的创造性还原等意思。文学理论文本的原创性不能简单被理解为提

出新问题、新的观点或独特的方法等。新的问题、论证、内语境以及具有建构能力的关键词(重要的概念、

范畴)、结论，这些只是文论文本原创性的表层涵义。理论文本自身的结构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表层是

语言层面即问题、论证思路、逻辑框架等；核心层是阐释空间；更深层是作者独特的精神结构即理论图

式、学术观念。  
基于此，文学理论文本的原创性可以理解为文学理论文本中具有特定理论图式的作者开创，唤起接

受者不断再创造的独特理论阐释空间的性质，这一空间在将来–现在–过去–将来的时间维度中生成与

验证，并不断更新。 
文学理论文本的原创性的核心是阐释空间的拓展。例如在《诗论》中朱光潜指出中国诗之所以在齐

梁时代走上格律的道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诗在乐府衰亡以后，进入了有词无调的时期，

“在词调并立以前，诗的音乐在调上见出；词既离调以后，诗的音乐要在词的文字本身见出。音律的目

的就是要在词的文字本身见出诗的音乐。”([2], P. 207)“文字本身见出音乐”的原创性见解开拓出新的

阐释空间、认知空间，成为新的理论起点。首先，这种原创性的观点带来了认识文学的框架和价值标准

的更新。如朱光潜从“音重于义”转入“音义分化”来分析中国乐府诗，认为汉魏以后，诗歌完全脱离

乐调而独立了。诗脱离乐调而独立的时期就是文人诗正式成立的时期。汉魏以义就音到重义轻音的过渡

时期，是中国诗转变的一个大关键。此外，“文字本身见出音乐”的原创性见解对“做诗决不如说话”

以及新诗格律问题的论证中显示出强大的阐释力。朱光潜强调诗的生命全在节奏，不仅指出中国诗的节

奏之所以有赖于韵是因为中国语言的特点，还指出流行的误解——旧诗是文言，新诗废除文言不用格律。

朱光潜认为乐府衰亡以后，诗转入有词无调的时期，诗的音乐性要在文字本身见出，这是诗自然演化的

历史结果。所以他提出新诗人的当务之急不在放弃格律，而在于格律之中求变化，因为格律的原则在以

整齐御变化，寓变化于整齐，从历史来看，它随时代而变、随作者而变、随诗的情境而变。第三，原创

性不仅是新的阐释空间，而且是新理论的生长空间。诗既然离开乐调、不可歌唱，诗人于是不得不在诗

的本身上求音乐。从前诗的语言须依乐曲歌唱，现在它只能诵读。朱光潜认为“诵读的节奏不完全是语

言本身的，也不完全是音乐的，它是语言节奏和音乐节奏的调和。”([2], P. 233)这一观点被朱自清称为

有创见的见解。可见，“文字本身见出音乐”这一原创性观点有着极强大的生命力，既是一种有力有效

的理论言说，又能产生新的原创性的理论见解。 
理论不断回应时代而呈现出复杂的面貌，认知空间、阐释空间扩大，就可以解决原来理论解决不了

的问题。不仅理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理论与现实的关系也是复杂的，理论既可以解释现有事实，又可

以发现事实，因为有些事实必须在原创理论的指导下才能发现，所以，原创理论开创的认知空间、阐释

空间既是理论思考的产物，又是一种影响指导人的实践的力量。理论既更新了我们对现象的认识力、阐

释力，又引出我们对新问题的发现与思考；实践既是新的理论空间的确证，同时又开拓出更新的理论空

间。 
(二) 原创性产生的主客观条件 
明确了文学理论文本的原创性的概念，我们进一步分析其产生的条件。 
第一，包含新思想培养基的语境是文学理论文本原创性产生的客观条件。语境包括历史语境、现实

语境、将来语境等等。如尧斯的《作为向文学科学挑战的文学史》的产生离不开特定的文学研究的语境：

当时关注文学作品、以本文为中心的文学研究范式已经走向末路，文学的社会性与历史性被人们重新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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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重要的位置，“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成为新的理论模式借鉴的对象，文学自身的审美的、结构的、形

式的、语言的特质亟须经扬弃后进入新的理论模式。”[3]具体而言，语境既包括在多元文化对话的语境

中，特别是哲学、科学领域，思想交流碰撞引起人们对文化传统的怀疑、个人对时代的反思；文化规范

的宽松使潜在的新思想现实化，有创造的可能性；文学现象的变化如新的文学思潮的产生，导致理论研

究范式危机，引发新的探索以及文学理论和其他学科的交流、内部的竞争、概念范畴方法自我更新产生

的内在发展要求；另外，已有的文学理论文本或其他理论文本的空白或启发，也可以作为文学理论文本

原创性产生的语境等等。尧斯的《作为向文学科学挑战的文学史》直接受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的启

发，尧斯在文中直接运用了伽达默尔的“先在结构”、“效应史”、“理解视野”等重要概念。毫无疑

问，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这一哲学背景也是解读《作为向文学科学挑战的文学史》原创性产生的语境。 
第二，文本原创性产生的主观条件是作者富有创造性的独特的精神结构和读者从原创角度解读。 
首先，我们理解活动的对象不仅是文本，而且还有作者。被我们理解的东西不只是文学理论文本原

文和它的客观意义，还应包括作者的个性。如何处理好文学理论同其继承借鉴的思想资源之间的关系是

我们理解作者个性时经常面对的问题。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的《神思》篇中提出的“虚静”显然来自

老庄哲学，刘勰的“虚静”与老庄的“虚静”在主体的想象性质上也有相通的一面，但是刘勰对“虚静”

的理解与老庄哲学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在老庄哲学中，虚静既是世界的本体又是领悟世界的途径，也

就是说，虚静既是目的又是方法，它是本体论的又是认识论的概念。而在《文心雕龙》中，虚静既不是

构思的目的也不是创作的方法，虚静主要是一种激活想象的特殊意识状态。因此，我们找到从老庄的虚

静到刘勰的虚静之间的线索，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刘勰的虚静的内核意涵，但却不能简单地用老庄思想来

等价置换刘勰在虚静概念上的创造性发挥。”[4]施莱尔马赫提出的核心观点是后人(读者)可以比前人(作
者)本人更好地理解前人(作者)。我们认为，作者主观自主性或个人的创造性主要体现在：对传统理论文

本的继承与突破、对外来理论文本的借鉴与批判、对现实文学实践新问题的关注或践行、对自己理论的

超越等等。例如，尧斯自称他在历史学派和美学学派止步之处起步。他批判实证主义、形式主义的文学

历史观，批判将文学与社会历史对立的倾向，试图在文学的美学思考与历史思考之间重建关联。尧斯使

用的“期待视野”概念来自于伽达默尔，但当尧斯把这个概念用于文学批评理论时，他对这个概念进行

了扩充、修改与创造性重构。 
另外，文本不能被简化为作者思想的记录，读者阅读这些文本时应该以一种持续地在原著创造基础

上重新创造的方式来阅读。文学理论文本的意味是不断被更新的。读者从原创角度解读文本具体指：读

者尽可能还原作者的原创，读者还原文本的原创性的过程本身也是具有读者原创性的一种解读；读者站

在现代知识发展的高度对前人的创造进行学理的探究，历史文本的过去性变成了现在性的过去性；读者

建立文学理论文本通过文学实践验证的另一个通道，因为理论是一系列抽象的命题，须经得起文学实践

活动的验证并不断在实践中发展。 
创造性的接受一个文学理论文本，不仅使接受者取得对本文意义的理解，而且，接受者在重建、扩

建、新建的过程中，由第二主体转变为第一主体。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提出：姜白石“格韵虽高，

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阑干十

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二月三月，千里万里，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

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5]。朱光潜、钱钟书把王国维“隔”与“不隔”的创造见解放入自己的见

解中，同时也把自己的创造见解放入作者的见解中，形成一种富有主体创造性的创新关系。理解在这里

就使接受者从第二主体转变为第一主体，展示了一种新的创造的精神自由状态。 
朱光潜在《诗论》中认为王国维只指出一个前人未曾道破的分别，却没有详细说明理由。他进一步

从情趣和意象的关系分析“隔”与“不隔”的分别。“情趣与意象恰相熨贴，使人见到意象，便感到情



史玉辉 
 

 
101 

趣，便是不隔。意象模糊零乱或空洞，情趣浅薄或粗疏，不能在读者心中现出明了深刻的境界，便是隔。”

([2], P54)“池塘生春草”“春草碧色”意象具体，情趣新颖，两相契合，所以不隔；“谢家池上，江淹

浦畔”意象不明晰，情趣不真切，所以隔。朱光潜认为，王国维论隔与不隔的分别，说隔如“雾里看花”，

不隔为“语语都在目前”有可商酌处。诗有偏重“显”与偏重“隐”的两种。王国维的“语语都在目前”

的标准似太偏重“显”。人们接收诗或偏重视觉器官或偏重听觉与筋肉感觉，对诗有须“显”或须“隐”

的要求，因为在生理和心理方面的差异，我们不能希望一切诗都“隐”或者都“显”。“显”与“隐”

或轮廓分明，或含蓄深永，功用不同。写景的诗宜于显，言情诗中所托之景虽然仍宜于显，但是所寓之

情却宜于隐。诗的“隐”与“显”问题显然是朱光潜对王国维“语语都在目前”的“不隔”标准所进行

的创造性阐发。 
钱钟书的《论不隔》指出王国维“不隔”说纯粹地属于艺术外表或技巧方面，在美学上可转形为“传

达”，王国维的艺术观接近瑞恰慈派，和克罗齐派绝然相反。钱钟书认为如此可以把“不隔”和伟大的

美学绪论组织在一起，“为它衬上了背景，把它放进了系统，使它发生了新关系，增添了新意义。”([6], 
P259)在钱钟书的视野里，“不隔”说不再是一个孤独零碎的理论。文本的原创性的核心阐释空间是作者

与读者共同创造的，具有创造性、共创性、再创性。接受者具有特定的图式，文本的原创性的解读是阅

读主体创造性、创作主体创造性的交互、融合、超越的活动。关于“隔”与“不隔”的标准，钱钟书认

为标准其实是从读者们自身产生出来的，好的文艺作品，按照“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之说，我们

读着须像我们身经目击着一样。在此基础上，钱钟书对“不隔”作出了创造性的解释：他认为“不隔”

不是一桩事物，也不是一个境界，而是一种透明洞澈的状态，在这种如光天化日般的纯洁空明的状态中，

作者所描写的事物和境界无遮无隐地暴露在读者眼前。“‘不隔’并不是把深沉的事物写得浅显易解；

原来浅显的写来依然浅显，原来深沉的写到让读者看出它的深沉，甚至于原来糊涂的也能写得让读者看

清楚它的糊涂……成功的艺术总能写到它们‘如在目前’。”([6], P. 259) 
朱光潜、钱钟书通过文本细读来获得作者王国维的阐释空间，提升了自己的理论图式；同时他们对

王国维开创的阐释空间富有生命力的原创因素进行了再创造，拓展了自己的理论空间，也弥补了王国维

由于历史条件限制所导致的局限。所以，解读朱光潜诗学文本的原创性成为研究其诗学思想与中国传统

文化关系的重要内容，钱钟书亦如是。 
如何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文学理论学术界近年来探讨的重要问

题。创造是理论的生命，文学理论文本的原创性也是古代文论的生命力所在。古代文论文本中富有理论

原创价值和开拓意义的元素，正是我们要转换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原创性解读文本、释放文本

的潜能是实现古代文论转换的路径之一。不仅如此，解读文学理论文本的原创性，能够促使读者通过还

原理论文本产生的特定的复杂语境，在传统与现代的互动中，创造性地理解作者理论阐释空间的原创性，

进一步推动文学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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