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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江堤文化散文集中考察古老的书院文化，以书院为代表的种种文化景观、遗存、碎片成为作者反复探寻、感 

受、体悟、吟唱、思索的对象。同时，洞察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的现代性冲突，提出了“两栖人”这一独特文化概念。形式方面， 

在诗性与乡土的连缀中，丰富的生活意象闪烁着生命力度的智慧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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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文化散文 ，指20世纪80、9o年代出现，由一批从事 

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写作，在取材和行文上表现 

出鲜明的文化意识和理性思考色彩，风格上大多较为节制， 

有着深厚的人文情怀和终极追问的散文．又称“学者散文” 

或“散文创作上的‘理性干预”’。代表作家及作品有余秋雨 

《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夏坚勇《湮没的辉煌》，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张中行《负暄琐话》等。与大多数文化散 

文作家的“越界”写作一样，英年早逝的江堤 也拥有几个身 

份，学者、诗人、作家的三重秉性，使他观察和思考文化事物 

具有独立的立场与方法，其散文对文化的种种诉说来自灵魂 

深处，对社会和时代有一种和风细雨的潜显和昭示意义。 

《散文选刊》主编王剑冰先生说：“江堤善于对历史、社会、人 

文与时代进行不同视角的探寻。他是一位学者型、也是智慧 

型作家；他的语言充满诗性特质，透彻而鲜活、哲理而生 

动。”r1J封底然而，对于这样一位独具特色的文化散文家，除了 

其少数挚友的哀感文字外，评论界却少有真正分量的评论， 

为了将要忘却的纪念，下文从“文化散文”这个维度上，围绕 

几个关键词来展开对江堤散文的讨论。 

关键词一：“书院文化”——废墟上的吟唱与求索 

布伦塔诺(Franz Clemens Brentano德国心理学家，意动 

心理学派的创始人)曾认为，空间大致可分为物理空间与意 

识空间两大范畴，它们分别对应物理现象与心理现象 ，物理 

空间有二维和三维之分，而意识空间却是多维的，因为意识 

空间的品格依凭于“内在性”和“不确定性”。我们可以借用 

这两个概念来分析江堤的书院文化写作。 

作为古代中国一种由儒家士大夫创办并主持的文化教 

育机构，书院继承、发扬了中国古代学术独立、自由讲学的私 

学教育传统，对传承中国古代文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细读江堤文化散文，可以见出，作为湖湘文化后花园——岳 

麓书院忠实的文化守护者，江堤的文化散文书写始终根植于 

湖湘大地，以书院为代表的种种文化景观、遗存、碎片成为作 

者反复探寻、感受、体悟、吟唱、思索的对象，在这里，相对固 

定的物理空间(系列书院文化物质)和灵动多维的心理空间 

(创作者的思考)实现了交汇。对江堤而言，他首先是一位 

书院文物文化学者，其次才是诗人和散文家。因此，与戏剧 

理论家转型至散文创作的余秋雨相比较，江堤文化散文的文 

化意味更加浓郁而深厚。评论家龚旭东评论江堤散文：“有 

一 种诗性与理性相契合、相交融的独特品质⋯⋯深刻体现出 

作者的诗人本色，表现出作者灵魂栖居于兹，神魂萦绕于斯 

的痴醉状态。”⋯封J 

这种“文化意味”首先表现为一种书院文化的现场考古 

与历史爬梳，浓重的现场感与历史感更是跃然纸上。在其文 

化散文中，江堤不仅考量书院文化的线性传承，还特别注重 

书院文化的现场感。足迹所至，他追怀古代的书院、古代的 

文化遗址，关注这些书院与遗址在现实时空中的遗址状态与 

生存状态，关注现代人在这些废墟、遗址、书院中所融注的人 

文精神与面临的文化生态。一大堆废墟、遗址、书院以文学 

话语的方式进入到读者的阅读视野，如湘西草堂、拱极楼、八 

景台、荷花池、朱张渡、长沙驿、碧湘门、定王台、道林寺、白沙 

井、天心阁、老长沙的护城河、岳麓书院、岳阳楼、飞虎营、洙 

泗书院、鹅湖书院、道南书院、濂溪书院、白鹭洲书院、白鹿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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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陈氏书院、湘水校经堂、船 山书院、城南书院、舞溪书 

院、三台书院、龙潭经院、石鼓书院、松林书院、时务学堂⋯⋯ 

等等，都一个个以不同的方式诉说着历史的沧桑。 

“草堂的位置在湘江南岳以西 ，蒸水以北⋯⋯石船 山下 

的湘西草堂，以三百年前的寂静清绝，一声远唤就能将彼岸 

的人呼往此岸。”——《瓦片．湘西草堂》 

“屈原在后世的声名，得益于屈子祠或者泪罗书院那样 

的灵魂宣教场。在这个世界上，屈原以精神的方式干预文化 

人的生活，他就像一颗树，以天空作背景，不仰视他都不可 

能。”——《瓦片．绝途》 

“初次见到白沙井，是在一片废地之中。关于世界的一 

切秘密，都被掩藏了，但泉脉终于掩藏不住。”——《瓦片．白 

沙井》 

面对这些空空如也的文化废墟，江堤思接千载 ，心游万 

仞，感伤着这些书院无所不在的废墟气息 ，怀想着这些文化 

旧址上曾有的灿烂辉煌。他的散文宛如一曲又一曲挽歌 ，令 

人闯之愀然心惊。当然 ，在江堤散文中，对岳麓书院的一往 

情深是最为显在标记。 

“我是 自愿做这座庭院的俘虏的。十数年来，这座庭院 

不愿意释放我，而我也不愿意舍它而去。这个永恒的文化囚 

室，给了我最人性的知遇，有了 自由畅想的人权。”——《山 

间庭院．前言》 

“尽管岳麓书院在历史上也曾无数次遭受过毁灭性的 

打击，但相对于一代又一代文化人的顽强精神来说，只不过 

是几个小小的插曲而已，这其中蕴含的人格精神，正是这座 

庭院的精神。”——《山间庭院．风华千年》 

岳麓书院被尊为“天下第一书院”、“天下 四大书院之 

首”。无数的文人来到这座山问庭院，创造和传播文化。然 

而 ，从精神上、心灵上真正皈依这座庭院的文人并不多见。 

江堤无疑是其中之一。他的散文，关注着这座庭院的几乎所 

有的细微之处：一道门、一张窗户甚至一块瓦片、一株枯树、 

一 群鸟雀，都在他 的笔下复活为文化因子乃至某种文化精 

神。作家唐浩明说，像江堤这样来写岳麓书院的，“古往今来 

怕是第一人”，“理性与诗性化的结合，在这本书里达到了完 

美的境地”。【。]封底 

值得注意的是，江堤文化散文的“文化意味”更表现为 

一 种“文化批评”的价值立场，显示他以一个文化人 的自觉 

思考未来文化的发展问题所做出的努力。如他自己所言：他 

是唐风宋雨安插在这个时代的间谍。在对古代书院文化的 

考察中，江堤对于这些古老的文化道场无疑给予了他最深情 

的爱。但同时他保持了一种学者应有的清醒，这种清醒 ，集 

中体现为他对文化某些方面缺陷的反思与批评。 

“毛泽东告别岳麓书院以后的生活已不是我所能叙述 

的了，我试图在他遗留的文物中找一个角度切人，但完全没 

有这种可能，因为他已经处在神的位置，在高呼万岁的显贵 

中被供奉到神坛上，使这座一直活着的庭院 困顿、惶 

惑。”——《山间庭院．名人居舍》 

“平凡的孔子通过庙宇(文庙：笔者注)的装点变得深 

邃、完整，人性变得越来越淡，神性变得越来越强，在知识的 

层面上 ，我与他完全没有沟通的可能。”——《山间庭院．建 

筑阅读》 

面对人(毛泽东和孔子)的“神圣化”，江堤感叹：前贤先 

哲们的历史“神化”过程，类似于原始的祖先崇拜，将人原本 

纯真质朴的面貌完全掩盖了，取而代之的是缺乏人性与自由 

的“不可思议的神圣”。与此同时，作为知识象征的书院，原 

本应该让每一个有着文化梦想、文化追求的人都能很容易地 

接近它，却导致“完全没有这种可能”，这是毛泽东 、孔子们 

的悲哀，他们的灵魂在“孤傲的嚎叫”；亦是文化的悲哀，如 

何疏离历史的“神化”，正确地对待文化，对待传统，锻造质 

朴的、自由的文化品格，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歌德在他的《浮士德》中塑造了一个从书斋出走，寻找 

生命意义的浮士德博士，向我们阐释了这样一个真理：在书 

本里讨生活和在书斋里编织梦想是一件毫无价值的事情，离 

开生命本原的所谓学者生涯“连狗都不如” j。中国传统知 

识分子都是在书斋里编织梦想的典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 

心只读圣贤书，充分说明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悲哀。缺乏 

现实根基的人生是经不起世间风雨的，同样的，文化人也需 

要从现实生活中历经磨难，才能历练出坚忍的品格 ，屹立不 

倒。 

“屈原生活的时代 ，老子和孔子的学说早已流行，他没有 

从他们的学说中学到如何处理战乱和安抚灵魂的方法。屈 

原之前的大文化人 ，没有一个是抱着他那种荒凉的心境 的。 

屈原是一盆养在温室里的兰花，离开温室，就会在寒风中枯 

萎。”——《瓦片．绝途》 

在这段叙述中，江堤对屈原寄予了深深的同情，豁达与 

悲凉透于笔端，于浓重的抒情笔触中寄托了与历史对话的最 

深情的感慨浩叹；但是同时，他又对那些“养在温室里的兰 

花”的文化人进行了批判。走出书斋 ，就意味着要走出单纯 

的书本阅读和文本钻研，文学理论家们一遍遍强调艺术源于 

生活，笔者以为，将“艺术”这个范围扩大，我们可以说 ，文化 

同样源于生活，确切地说，是源于人类劳动。没有劳动，就没 

有人类文明的存在。因此，当代知识分子迫切地需要从书斋 

出走，重新审视自身的生命状态。文明陨落的时代，这绝不 

是危言耸听。这样看来，书院物理空间的有限并没有限制江 

堤作为一个文化人应有的心理空间的阔达。 

关键词二 ：“两栖人”——城市与乡土的矛盾与游离 

文化散文的勃兴，标志着散文的精英化。文化散文作者 

们并不以满足大众读者的口味为目的，而以追求文化品位、 

文化格调以及文化精神为审美理想和终极目标，在他们所建 

构的每一个细节中渗透文化的道义和观念，具有脱俗的极致 

性。他们的散文创作往往将科学研究的“理”与文学创作的 

“情”结合起来，既充满思考的智性，又不乏文化关怀和个人 

感受。这种充满思考的理性 ，往往表现为深刻的“历史理 

解”，“一种精神发现”，“往往是在野的异质的，民间的精神 

发现，能到达历史的人生深处。”考察江堤的文化散文，第二 

个关键词就是“两栖人”。 

江堤是“新乡土诗派”的创始人，正是在这个诗派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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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构过程中，他提出了一个“两栖人”的文化概念。这一 

概念同样体现在他的散文创作中，并且成为作者自我文化身 

份的定位而贯穿始终。江堤提出，所谓“两栖人”，指的是现 

代中国出生在农村而居住在城市的特殊人群。他们与纯粹 

的城市人和纯粹的乡下人都不同，他们生活在一种独特的精 

神领域，其生存状态值得分析。⋯ 究其 自身的生活经历，江 

堤本人就是一个“两栖人”的典型，在他的作品中，类似于这 

种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两难选择中的内心繁杂的矛盾常有 

体现。 

散文家周涛曾说：“当代散文不是当代人的心灵。为什 

么要还散文以自由的生命?说透了，就是要用当代人的眼 

睛，当代人的思想，当代人的笔墨方式去表达今天的人们的 

意识形态。九十年代的人们 ，谁还会接受那些五六十年代的 

并非人生真味的说教?”【3 我们暂且不讨论现代人的意识形 

态问题，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的是，时代对于人们思想的冲 

击与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它在人类生命状态的各个方面发生 

作用，进入20世纪9o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冲击，知识分子 

幻想的文学净土早已不复存在，大众沉醉在商品之中，到处 

是嚷嚷吵吵，再也没有谁来听你指手画脚地说教了，在这个 

过程中，知识分子又一次从政治的中心被抛向边缘。在市场 

经济的巨大冲击下，文化与知识分子都不可避免地面临一种 

尴尬的境地，在民众中闯出现一种“集体无意识”，不论从物 

质层面抑或是精神层面，知识分子都逐渐失去了他的立足之 

地。这种冲击体现在江堤的作品中，主要表现为对“两栖 

人”生存状态的关注。在《瓦片．树殇》中，作者写道： 

“这是一个有缺陷的不适合于善良的人生活的世界，而 

善良的人却要继续活下去，这就需要对崇高的事物加以珍 

惜。我至此也仍然不敢说我对这棵树作了很好的诠释，但我 

已经从一种崇高中找到了战胜丑恶的决心和力量。余下来 

的是，我将用那节陪伴着我的集聚着精灵的树桠造一艘真实 

的船，并在纸上画一条通向博大的河流，在阴雨过后，大地散 

发出怡人的泥土芳香中，沿着清明元宋一路划过去，在最后 

的思想的码头边停下来，以猎鹰紧盯目标的方式回头打量这 

个世界，或许我会发现，对这个有古树倒下的世界仍然充满 

着腹痛一样的爱。” 

“有缺陷的”的世界，这是对当今时代人类生存空间的 
一 种概括性总结。城市之于“两栖人”只是一个寄居场所， 

城市文明极度繁华，这种繁华伴随着金钱、情欲、权势的迷失 

而渐渐走进时代的极端，由于文化的缺失造成的人类精神的 

缺失让处在城市的“两栖人”有找不到归宿的荒凉感。 

20世纪3O年代的新感觉派作家刘呐鸥、穆时英等人的 

创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次比较集中地对都市文明 

进行了批判和探讨；至4o年代张爱玲的小说创作，更是写尽 

了十里洋场的辉煌与无奈。他们的创作有一个共同点，那就 

是对都市文明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热爱与疼痛。而同样作 

为文化散文作家的余秋雨，他从2O世纪90年代至今的散文 

创作却凝结了一种浓厚的都市情怀，他说：“世上有很多美好 

的词汇，可以分配给欧洲各个城市，例如精致、浑朴、繁丽、畅 

达、古典、新锐、宁谧、舒适、奇崛、神秘、壮观、肃穆·⋯一”L4J 

连续十余个形容词，极尽铺陈地向我们展示城市的美，然而 

细细琢磨，似乎更多的是一种久积后的宣泄：长达数千年的 

农业文明的熏陶，使得中国作家带着太沉重的乡村包袱，与 

都市文明始终有着某种洗不尽的阻隔。这种阻隔加诸江堤 

身上，或者说“两栖人”身上，则变成了一种悲剧的爱。在 

《空城》中，江堤说： 

“多少年来，我对城市的爱一直是悲剧性的，它建立在我 

对乡土的遗亡与背弃之上，我的忧伤来自于生命深处，我常 

常远远地望着那些来到城里的乡民，发现他们的面容是惊恐 

的，几乎所有的快感都来自霓虹深处抵御不住的勾引，他们 

的生活是虚拟的，充满了现实的世故⋯⋯” 

在江堤的作品中，对城市与乡土的描述是十分隐蔽的， 

他极少单纯地论述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或矛盾，而是将自己对 

它们的切身感受融入历史文化的思考之中，《瓦片》、《树 

殇》、《梧桐》、《旧梦似烟》等都是这一类作品。江堤并不像 

新感觉派作家那般对都市充满绝望，他也没有余秋雨式的浓 

厚的都市情节，都市与乡土的天平在作者心中有一种倾斜的 

痛楚和恐慌，不论它倾向哪一边，对于江堤而言，都有一种悲 

剧的痛和爱在里面，如何保持平衡，是作者始终如一的追求。 

因此，如果说作者对城市的爱是建立在背弃乡土之上的话， 

那么，对乡土文明的追述，则是建立在这种爱的悲剧性基础 

之上的，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作为一个农村出身的城市知识分子，江堤是以一种批判 

的眼光来看待他所生活的时代、生活的城市的，同时又包含 

对乡土、对纯真的无限向往。如果要追根溯源 ，江堤绝不是 

第一个重视“乡土”的作家，从鲁迅先生写出最早的乡土小 

说《故乡》、《社戏》开始，陆续的有很多作家，在他们的创作 

中对乡土做出了铺天盖地的的描述，如王鲁彦、许钦文、蹇先 

艾等。而对乡土描述最生动、最详尽、最打动人心的，非沈从 

文莫属，他所构建的“湘西世界”，是文学世界里一块让无数 

人心驰神往的圣地。沈从文一生都 自称为“乡下人”，他一 

再地说：“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 ，也不在 

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 

哀乐自有它独特的样式，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沈从文当然 

不可能只是一个乡下人，他是一个具⋯ 乡下人 ’眼光的都市 

知识分子”_o ，这同样是属于江堤所概括的“两栖人”，从这 

个层面上说，江堤与前辈沈从文对自身有着惊人相似的认 

识。江堤写道： 

“在我的故乡，最动人的是鸡鸣犬吠的声音，内中有繁华 

与萧条、吉凶与祸福，这跟 卜卦是一样的。但这年冬天，最动 

人的却是风。野菊头顶的伞被风吹走了。 

而这二十年来，我生活在城市，嚼着抹有劣质奶油的面 

包，品着矫情的四季，像迷途的马匹在感人的凄凉中消失在 

喧闹的现实世界里，只有想到王夫之的时候，才会想到故乡 

的青菜萝 卜、高粱稻米。”——《瓦片．湘西草堂》 

故乡的“鸡呜犬吠”、满山的“野菊”、“青菜萝 卜”、“高 

粱稻米”，这都是作者时刻想念的东西，成为他寄寓原始理想 

的最好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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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三：“生活意象”——诗性与乡土的连缀 

江堤说 ：“我不主张从文化到文化 ，汇集资料 ，引经据典 ， 

游离于生活之外。我主张用生活演绎文化，这种演绎有一种 

人性化在里面。”H””透过其散文中特有的生活意象，我们 

能更加深入地理解其对历史文化的探究。在一个个文化背 

景中生活意象的展示和叙述下，作者的学术涵养和反思精神 

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他还说 ：“1990年以后 ，左手写诗，右 

手做书院文物研究和文化写作。如今十几年过去了，两手都 

有些劳动的茧痕。”纵观他的散文创作，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 

觉到他叙述中浓厚而优雅的诗意，这种诗意当然不可避免的 

打上了“乡土”的烙印。富于艺术想象的诗性激情，温情优 

雅的叙述方式，使蕴含哲理的思想因为丰盈的生命情感而有 

了依托 ，使思想不再是生硬的、附丽的纯粹思想 ，而成为有情 

感深度，有生命力度的智慧之光。这种理性与感性交相契合 

的创作方式，鲜明地表现在其散文的艺术表现上 ，江堤 自称 

为“诗性与乡土的连缀”。 

“黄昏”是江堤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意象。对此他在访 

谈中这样解释：“⋯⋯觉得有必要对大众做一种表述 ，以陈述 

我对这些消失的庭院或仍存的庭院的感受，陈述夕阳下的残 

缺对人 生 的意义，我寻求 一种 文 物与 生活 的边 缘表 达 
． ⋯ ． ．

，，[1]335 

“时务学堂就是与黄昏有关。那个时候，晚炊升起 ，夕阳 

西沉，残花落叶都被晚风刮起，‘改革’这个词从良辰已逝的 

窗前登上一片落叶，准备起飞。”——《山间庭院．旧梦如烟》 

“黄昏来临，夜幕低垂，独 自遥望这座庭院的暮色，山川 

草木都在抒发各自的感慨，幸福一定穿着一款闲装，藏在什 

么地方，孔子将它抓住了吗?”——《瓦片．逝者如斯》 

“黄昏沿着山脊蜿蜒向前伸展，充满了淡淡的忧伤和惆 

怅，空中的云在落霞的风浪中颠簸得厉害，四周白浪滔 

滔。”——《瓦片．湘西草堂》 

历史在“黄昏”这一特定的时间背景下更加突显出它的 

悲壮来，我们仿佛看到，作者在黄昏沐浴下的历史文化面前， 

宛如～个稚嫩的婴孩匍匐在文化母亲的身前 ，吮吸她甘甜的 

乳汁。可以说江堤是以一种仰望的精神来膜拜历史 ，膜拜文 

化的，他钟情于那些有着浓厚的时间气息的断壁残垣 ，他更 

酷爱那些几乎被历史所湮没的古老庭院，他在文化与历史之 

间寻找一种美的起源 ，也在这 中间寻求 自己生命的最好 阐 

释。而他最终找到了，那就是“黄昏”。一切陈旧的、古典 

的、散发着古老气息的历史古迹 ，笼罩在黄昏的半明半暗中， 

光与影配合得无比融洽，昏黄的斜阳，那残余的一点光亮正 

象征着历史文化最后的一丝呼吸。 

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意象是“瓦片”，这也是江堤一本 

散文集的名称。一块砖、一片瓦，是建筑物必不可少的物件。 

在作者眼中，在历史文化这一巨大的工程里面，小小的瓦片 

却是经过辛苦烧制、是工人付出了辛劳和汗水的产物，它们 

出自普通百姓之手，带有清晰的来自于民间的那种悠然和质 

朴，这种气质融汇到文化中，使文化更加富于艺术的魅力。 

余秋雨曾经提出 “文明的碎片”这一说法，如果说他是在“苦 

旅”中拾起一片片文明碎片的话，那么江堤则是在古代书院 

的废墟中，用瓦片拼凑起书院文化的碎片。阅读江堤散文， 

使人惊奇的是，江堤将“文化”这么大的精神载体与元所不 

在的小小的“瓦片”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是要暗示文化的脆 

弱性，还是要明确文化的久远性? 

“文化是人与时间拉锯的产物，依附于某一载体而存在。 

我躺在岳麓书院的草地上想事情，一块瓦片击中我的额头， 

我看见瓦片上有血的痕迹，知道那是文化与生命碰撞后流下 

的血。”——《瓦片．瓦片》 

可以说，他栖身于千年道场——岳麓书院中，经意或不 

经意问都容易感受到那种强力碰撞后的痛楚和晕眩。“我 

想，那些瓦片都是一些很有使命感的瓦，年复一年，用自己的 

身躯遮挡来自天空的一切，让贾谊的灵魂免受炎暑和风寒之 

苦。”这就敲中了鼓点，文化是瓦片，是大蔽天下寒士精神的 

瓦片 ，它之所以能够久远地存在，就因为它具有比天地更广 

阔，比爱情更温暖的特性。在《瓦片．自序》中，江堤认为， 

“瓦片，成了我对文化忆旧的载体和进行思考的载体。诉说 

瓦片，实际上是在诉说灵魂——文化物质的灵魂与文化人的 

灵魂”。这是一种自剖，一种“江堤式”的智性自剖。 

诗性与乡土的连缀 ，这一特点同样体现在江堤散文的语 

言上。读者不仅可以感受到他激越的抒情 ，而且文字中生活 

气息盎然。“一天晚上，我读《黄山谷集》，与黄庭坚的灵魂对 

视。那些裸体的汉字，像一些蝌蚪，又像一些鱼。⋯⋯我明 

白那些文字是一些神灵，是一种祭祀艺术的歌舞，欢乐和悲 

伤都来自内心⋯⋯”——《山间庭院．旧梦如烟》 

“徽宗崇宁三年(1104)的黄庭坚，就像一个普通的长沙 

人。太阳已快要落山，如血的斜阳照着一只滚沸的油锅，好 

香的臭豆腐。我问一个写诗的朋友，黄庭坚有没有买一串， 

朋友说，你不如去读屈原的《天问》。”— — 《山间庭院． 

旧梦如烟》 

或者是浓郁的诗语叙述，或是类似街头对话的直白，亦 

庄亦谐，或庄或谐，不论是哪一种表达方式，无不体现着江堤 

的诗人兼隐者的风范。 
“

一 个人，来到世间，就像一片树叶挂在寒风里，独 自构 

成一个存在空间。谈论他的时候，他已经从树枝上飘落下 

来，追随寒风而去。⋯⋯逝去的人给世界一个沉默的空间。 

这个空间，就是精神可以表达的空间。” 】J2 一片树叶、一首 

诗、一幅画也罢，终将都会被时光掳去 ，被新生替代 ，我想这 

不是逝者和还活着的人的初衷，江堤想述说一种恒久的东 

西，那就是精神和文化物质的东西，否则正活着的人会更累 

的。而我们生者累，但很富足 ，很富足的恋着今生。江堤文 

化散文的真正魅力来 自于他对书院文化、历史 的多方位挖 

掘，更来自于立足今天的文化状况来关注、反思古老的书院， 

显然，这是一个优秀知识分子的坚定而创痛的文化品格，是 

当代知识分子人格重建的参照与根基。江堤曾言：文化是人 

类精神渡过忘川的那叶扁舟。这叶扁舟，不仅仅是一个物理 

空间的提供，更是一个莫大的心理空间，它是无法以度量衡 

来检测的，只能体验与体悟。 

(下转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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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接受意识，只有“思”能将具体的感性的知识(学)和思 

维、理性(思)联系起来，将外在的“学”提升为 自觉 自为的 

“思”。也只有通过“思”的行为，接受主体才能将外在的社 

会道德理想和人格理想内化为 自己的精神，从而付诸于实践 

活动。从读者接受的意义上来说，主体的“思”的行为就是 

积极主动的介入艺术接受的行为，是接受者主体性、能动性、 

创造性的突出表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 

者”(《雍也》)，表现了孔子对接受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推 

崇。因为接受主休并非如洛克的“白板”，而是有着一定的 

知识结构和审美趣味，所以光有“知”还是不够的，一种面对 

对象的愉悦欣喜的心理，更是有助于接受行为的完成，有利 

于主体审美境界的培养。 

以上便是本人对论语接受美学思想的肤浅看法，不难看 

出，《论语》的接受美学思想是较为丰富的。孔子在强调作 

者和文本的重要性的同时，更重视读者接受活动在艺术活动 

中的重要作用，重视艺术作品对读者的影响，以及读者在接 

受过程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从而使其哲学美学思想浸染了 

强烈的接受意识，并将个体的接受活动视之为理想人格的完 

成和最终实现社会政治理想的不可或缺的手段。总的来说， 

孔子的接受美学思想在强调艺术的认识作用和教化功能的 

同时，也突出了对文艺审美特性和审美心理的重视，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中国古典接受美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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