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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文学批评及其主编刊物的京派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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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暋 概述了京派文学的主要特征,即纯正的西方美学思想,淳朴的人性美和深厚的传统文化。结合朱

光潜的文学批评著作,阐述京派文学的主要特征在其中的具体表现,主要为自然人性观,古典审美情结和中西包

容的文化姿态。进而以朱光潜主编的刊物为例,从办刊宗旨和操作层面分析了朱光潜与京派文化观的紧密联

系。朱光潜的美学成就有目共睹,但其作为京派文学的代表人物也是当仁不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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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朱光潜以其美学成就而闻名于世,他的《悲剧心

理学》《谈美》《文艺心理学》等著作被广泛学习和称

颂,其作品表现出从容、宽厚的文学修养,这与京派

的审美情感十分相似,因而常与京派人物放在一起。
而朱光潜的成就并不止于此,他的文学批评也具有

十分浓厚的京派文学特征,这与他本人的文化观念

息息相关。
目前文学史上在描述京派代表人物时,多列举

小说家,京派也被视为小说流派,而提及朱光潜时,
则主要指他曾担任京派杂志《文学杂志》的编辑。朱

光潜曾说过:“我回国时,正逢‘京派暞和‘海派暞对垒,
京派大半是文艺界旧知识分子,海派主要指左联,我
由胡适约去北大,自然就成了京派人物。暠[1]当时京

派与海派相对立,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创作风格和审

美情感,京派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追求从容、宽厚、
诚实的审美观,而海派则以迎合读者为目的,更注重

叙事的角度和创作形式。究竟朱光潜与京派的渊源

何在? 纵观相关的评论文章,研究朱光潜文学批评

的专著和论文都非常少,更鲜有清楚阐述其文学批

评与京派文化的关系的著作。而且,研究者往往受

到朱光潜美学研究的影响,思辨仅仅停留在抽象的

审美层面,并未结合其个人经历、价值观和文学史来

对其文学批评做深入的研究。
《文学杂志》本身发行的次数并不多,而且发行

之时已经是京派文学发展的后期,其文章屈指可数,
那么朱光潜为何被称为京派批评家? 在此,笔者认

为:虽朱光潜的大多数著作均为美学著作,但几乎所

有对于美的解释和分析都是通过对文学作品的赏析

来实现的,由此向读者传达审美情趣。因而也可以

将朱光潜对文学作品中美与丑的描述视为对这部作

品的文学批评和对这部作品价值的认可。笔者将从

细处着手,分析朱光潜文学批评及其所主编刊物的

京派特色。

暋暋一、京派文学的主要特征

京派的出现多是与海派相对立而言的,京派在

吸收西方思想的同时,更愿意立足于中国的传统文

化,以温和的方式来抵御时代的弊病和丑恶的社会

现实。其作品一般都同社会政治斗争保持一定距

离,作家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传统文化底蕴,文风淳

朴,呈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融合了西方美学思想。京派引进西方纯

正的美学思想,将其与现代文学创作实践相联系,使
美学思想不仅有着理论的光鲜感还有了动态的生命

力。此外,西方纯正美学强调文学对于政治的独立

性,因而造就了一大批反对政治侵犯文学的京派作

家,他们远离政治漩涡,更能以静观的眼光谛视社会

风云,吟咏人性世俗的常态变态、史态现态中,建构

自己高雅的艺术神庙,取得某种文化批评的自由

立场。
第二,依托民族文化的土壤。京派小说还是一

种意蕴深厚的文化小说,加强了对民族性格心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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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求深度,持久地将“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暠这样

严肃的“五四暠国民性主题继承下来,不断对传统文

化和民间文化发出呼唤,寻求回应。其在文化上的

保守主义也使其避开当年激烈的政治斗争和文学功

利目的,以间离现实斗争为代价,为现代小说提供了

比较成熟的抒情体和讽刺体。
第三,宣扬淳朴自然的人性美。京派小说注重

“回忆暠,将逝去的美和眼前的现实进行对照,贴近底

层人民的生活,从儿童、少女等角度对平凡人的生命

投入极大的兴趣和审美,以平和的方式赞扬淳厚、信
用、真挚、善良、情义等人性美,使美由绚烂归于平

静,归于自然。这样,京派小说经由稳重开放的学院

文化,整合了传统与现代、雅与俗等各种因素,成为

独具中国文化风貌的文学。他们摈弃乡愿式的教

训,也摒弃营造夸张而紧促的场面,在平凡的人事中

描绘人性的美[2]。

暋暋二、朱光潜文学批评中蕴含着京派

特征

暋暋京派的众多文化观念上的特性均在朱光潜的文

学批评中都得到了体现,具体表现为以下3个方面。

1.自然人性观

京派的“归隐文化暠在面对资本主义对中国大都

市的冲击和民不聊生、政局动荡的社会局面时,感到

焦虑与失望。但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比较稳定的经济

收入使京派作家没有像左翼作家那样投身于时代的

洪流之中,而是把目光投向了较少受到现代文明浸

濡的田园乡村,从湘西、鄂东原始幽静的乡村生活中

寻找精神寄托和人生理想,获得心里平衡。中国古

代的传统文化也促使他们把目光投向乡村田园[3]。
在朱光潜的《诗论》一书中,谈及了许多诗的意

境、形式和节奏,以及中国诗歌发展等诗歌本身的问

题,对传统诗词的遣词炼句、节奏声韵以及何以走上

“律暠的路等问题做出了具体的分析。唯独最后用了

整整一章来谈陶渊明,讲述他的身世、情感、人格和

风格。朱光潜在此章的最后一段描述道:“陶渊明在

中国诗人中的地位是很崇高的。可以和他比拟的,
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屈原比他更沉郁,杜甫比

他更阔大多变化,但是都没有他那么醇,那么炼

……暠[4]吸引朱光潜的固然有陶渊明的诗文风格,然
而陶渊明诗作中表现出的“真暠和“自然暠将人性美

表现得淋漓尽致。“……(陶渊明)所以宁肯回到乡

间和这班比较天真的人们‘把酒话桑麻暞。看‘务农

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暞几
句诗,就可以想见他们中间的真情和乐趣暠,“从各方

面看,渊明是一个富于热情的人,甘淡泊则有之,甘
寂寞则未必,在归田后二十余年中,他在田夫野老的

交情中颇得到一些温慰暠[4]。在这些描述中,朱光潜

对陶渊明的敬仰溢于言表,他所欣赏的不仅是陶渊

明本人,更是陶渊明崇尚自然的人性之美。此外,朱
光潜以“审美距离说暠来构建美学体系,以“静穆暠作
为美之极致,在文学批评中体现为推崇 “无为而有

所为暠的自然人性观,集中表达其希望与现实保持距

离,专注欣赏美、创造美的文学态度。在政治动荡年

代,朱光潜文学批评中所体现的对人性的关怀贴合

了普通民众对文学的期待,引导他们摆脱文学功利

主义,不是一味地从文学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而

是寻求精神寄托和情感慰藉。这种将对醇厚自然的

人性美的赞誉寓于文学批评中做法,体现了朱光潜

文学批评中的京派特征。

2.古典审美情结

京派小说家受现实的触动和传统文化的影响,
与老庄主张的心灵恬淡虚静和情景无为的处世态度

和儒家的重义轻利、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为人

宗旨不谋而合。
一个成年人的人生道路、志趣爱好行为方式的

形成,最早的甚至最重要的影响,常常发生在“童
年—少年暠时期。朱光潜出生书香门第,是朱熹的后

裔,祖父为清朝贡生,父亲熟读经史百家,以开设私

塾为生,在此背景下,朱光潜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基

础。朱曾说过,“我现在所记得的书大半还是儿时背

诵过的,当时虽不甚了了,现在回忆起来,不断地有

新领悟,其中意味确是深长暠[5]。
朱光潜自幼熟读或背诵了从先秦到清代的散文

名篇,得到极大的收获,国文成绩出类拔萃。“我从

十岁左右起到二十岁左右止,前后至少有十年的光

阴都费在这种议论文(古文)上,这训练造成我的思

想的定型,注定我的写作的命运。我写说理文很容

易,有理我都可以说得出,很难说的理我能用很浅的

话说出来。这不能不归功于幼年的训练暠[5]。朱光

潜在《人文方面几类应读的书》一文中,明确指出:
“我认为一个人第一件应该明确的是他本国的文化

演进、社会变迁以及学术思想和文艺的成就。这并

不一定是处于执古守旧的动机。要前进必从一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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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出发,而一个民族以往的成就即是它前进出发的

基点暠[6]。他在文中提及许多中国传统著作,如《论
语》《孟子》《世说新语》等等,以及许多西方的古典著

作,如《荷马史诗》《圣经》等。他说:“史是人类活动

进展的轨迹,它的功用在观今鉴古,继往开来。我赞

成多 读 中 国 古 典 和 西 方 古 典,都 是 根 据 这 个 观

点。暠[6]包括陶渊明的作品在他眼里也包含着古典的

气息,“陶渊明则如秋潭月影,澈底澄莹,具有古典艺

术的和谐静穆……暠[4]

显然朱光潜不仅热爱并通读了中国古典文学,
并认为这些古典可以古为今用,改善当时的社会和

生活,这也是京派古典审美情结所在。

3.中立包容、沉稳宽厚的文化姿态

大多数京派作家都是从西方留学归来,但在吸

收西方理念的同时并没有摒弃中国文化,也没有因

执着于传统而完全忽略西方的先进观念。他们用含

蓄的方式表现出了对中西方文化的包容。
朱光潜的中立包容一方面体现在他的学贯中西

上,西方学术文化促成了他思想的转变和人生道路

的确立。他对新文学的接受,始于香港大学的学习,
当时朱光潜最钟情的就是英国文学,诸如莎士比亚、
弥尔顿、培根、狄更斯等人的作品,尤以华兹华斯和

柯尔律治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为最。作品伸张个

性的精神和忧郁感伤的情调与朱光潜产生共鸣,其
中洋溢着的古典趣味和朴素风格使他看到了陶渊明

的身影。可见,朱光潜的包容在于寻找中西文学的

相似相通之处,尤其是那些与中国传统审美情趣不

谋而合的西方美学思想最令他着迷。朱光潜在《理
想的文艺刊物》一文中说道:“由同趋异,由单一趋杂

多,是一种文化刚生发的现象;由异趋同,由杂多趋

单一,是那种文化已成熟的现象。人类心灵常需要

综合,把繁复的事态加以简单化,所以每种文化思想

在生发初期所有的分歧和矛盾到后来才逐渐融化在

一个兼容并包的新系统里面。暠[6]

另一方面,朱光潜还将中西文学进行对比,为中

国文学开辟领土。他认为中国文学演化的反常表现

为:抒情诗最早出现,叙事诗不发达中国文学情感丰

富而想象贫弱,很少能跳出“我暠的范围,用纯客观的

方法去描写事物;爱自然,而缺少神秘。但是中国的

抒情诗西方不能比,自然流露、简单淳厚,极意刻画,
精细深刻均为西方诗人所不及。由此他指出,中国

文学最应学习西方文学的方面是批评研究。中国批

评笼统庞杂,不成系统,材料收集方式也落后,对著

述体例影响很大[7]。

暋暋三、朱光潜主编刊物中体现出京派

特征

暋暋朱光潜曾经筹备、编辑或主编过众多杂志,如
《文学杂志》《现代文录》《民国日报文艺》等10多种

刊物。其中20世纪30、40年代的《文学杂志》被认

为是后期京派的文艺阵地,朱光潜任主编。该杂志

以“在自由发展中培养纯正文艺风气暠为目标。朱光

潜在《发刊词》中写道:对于文化思想运动的基本态

度就是“自由生发,自由讨论暠,并指出一种宽大自由

而严肃的文艺刊物对于现代中国新文艺运动,应该

认清时代的弊端和需要,尽一部分纠正和向导的责

任,在读者群众中养成爱好纯正文艺的趣味与热

忱[8]。该杂志的作者多为京派的学者型文人,有极

高的文学水准和学术品位,他们理论与创作并重,注
重以对外国文艺思想与文学作品的译介,来建立文

学的“乌托邦暠,以自由的精神和独立的人格,表达自

己的学术思想和文艺观念,呈现出浓郁的纯文学

气息。
京派的文学目的之一便是试图以从容和谐、具

有中古遗风的理想社会生活来改造现代生活,实现

天下大同的人生理想。该杂志发扬京派文学观念,
指出为文艺而文艺的主张是一种不健全的文艺观,
拿文艺做工具去宣传的文以载道说是条窄路,提倡

多探险,多尝试,让不同的学派思想在骚动发展甚至

冲突斗争中自由发展,用宽大自由而严肃的态度在

读者权重中培养纯正文艺的风气。以京派作家为中

坚力量,如周作人、俞平伯、沈从文、李建吾等,试图

以从容和谐、具有中古遗风的理想社会生活来改造

现代生活,实现天下大同的人生理想,也正是京派文

学的主张之一,从这个角度,《文学杂志》有少量的其

他流派作家作点缀,这也正表现了京派所倡导的宽

容并包的态度。
可以说,朱光潜在担任《文学杂志》主编期间,团

结了不少京派作家,以他一贯坚持的文学思想为宗旨

来创刊和编辑,它所表现出来的对文学的态度直接影

响了当时的众多作家,也成为广大学者分析和了解京

派文学的重要途径。他所表达的对文学的看法和主

张被大量引用,被视为京派文学的重要文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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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四、结暋语

不论从哪个角度分析,朱光潜作为京派文学的

代表人物是当仁不让的。而文学批评又是他立足于

此派别的重要原因。尽管他的美学著作远比他的文

学批评闻名,但可以毫不过分地说,朱光潜首先是位

文学批评家,然后是美学家。没有他对文学的理解

和批评,他就不会对美、对文艺有如此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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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AnalysisofTraitsofBeipingSchoolinZhuGuangqian暞s
LiteratureCriticsandJournals

ZHANGYang灢jing
(CollegeofForeignLanguage,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暋ThispapersummarizedthemaintraitsoftheBeipingSchool,namelypurewesternaes灢
theticsense,appreciationofthebeautyofhumannatureanddependenceontraditionalculture.Byex灢
emplifyingZhuGuangqian暞sliteraturecritics,thispaperanalyzedthetraitsofBeipingSchoolembodied
inhisworks,respectivelytheavocationofhumanity,theclassicalaestheticvalueandtoleranceofwest灢
erncultureandtraditionalculture.Meanwhile,thispaperprobedintothecloserelationshipbetween
ZhuGuangqianandtheBeipingSchoolfromhiscareerasthechiefeditorofsomejournals.Theprinciple
andmethodwithwhichheranthejournalsalsoillustratedhisintensetendencytotheBeipingSchool.
ZhuGuangqianhasattainedgreatachievementsinaestheticappreciation,yethisdominanceinthe
BeipingSchoolisuniver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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