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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   要 
 

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一直被看作是中国印象主义批评的典范，他深受西方印象

主义批评特别是法朗士、雷梅托等人的批评理论的影响，强调批评的主观印象，

重视直觉感悟、主体介入和情感动力。同时，李健吾又在较大程度上自觉地将中

国传统文学批评与西方印象主义批评融汇在一起，他在既有传统文学积淀的基础

上，广泛地吸收传统文学批评与西方文学批评的有益因素，创造性地形成了自己

独具风格的文学批评体系。在文学批评的具体实践中，李健吾的文学批评始终没

有离开自由主义文化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并由此形成了“平等、独立、公正”

的批评原则，以及强调对话与创造的批评主张，乃至一种独特的“随笔式”批评

文体。李健吾的文学批评对当时以左翼文学为主流的文学批评形成了某种有力的

补充，其对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同样有着相当的启发与指导意义。 

 

 

关键词：李健吾；文学批评；印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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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The literature criticism of Li Jianwu has long been regarded as the 

model of impressionism criticism in China. Influenced deeply by western 

impressionism criticism theories, especially those of France and Lemaitre, 

he emphasizes subjective impression, intuition sentiment, individual 

intervention and sensibility motivation. Meanwhile, he consciously to 

some extent combines Chines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criticism with 

western impressionism criticism by accepting the beneficial factors in 

both traditional literature criticism and western impressionism criticism 

on the basis of availabl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foundation to form 

creatively his own special literature criticism system. In the practice of 

literature criticism, Li Jianwu has never gone beyond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liberalism culture. Thus, he has formed the criticism 

principles of “equality, independence and impartiality” and the special 

criticism style of “essay-like”, stressing the criticism views of 

communication and creation. Li Jianwu made some powerful supplement 

to the literature criticism with left-wing literature as the mainstream at 

that time. His literature criticism is also of great illumination and 

guidance significance to current literature criticism in China. 

 

Key Words: Li Jianwu; Literature Criticism; Impressio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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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1 

 

绪   论 
 

李健吾（1906-1982），山西运城人，二十世纪 30-40 年代曾以“刘西渭”为

笔名在《文学季刊》、《文学杂志》、《大公报》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学评论文

章，这些文章“令人惊见，文思活跃，文采飞扬”，①在文坛造成了广泛的影响。

这些文章后来被结集为《咀华集》、《咀华二集》，与沈从文的《现代中国作家评

论选》，梁宗岱的《诗与真》、《诗与真二集》，萧乾的《书评研究》以及朱光潜的

《谈美》、《孟实文钞》等，共同代表着 20 世纪 30 年代“京派”作家在文艺理论

批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而在这群“京派”批评家中，李健吾又以其卓然不群的

批评主张与批评风格确立了其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某种独异的地位。 

到目前为止，围绕李健吾的文学创作与批评所展开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的

成果。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司马长风就在《中国新文学史》②中对刘西渭的文学

批评集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他有周作人的渊博，但更为明通；他有朱自清

的温柔敦厚，但更为圆融无碍；他有朱光潜的融会中西，但是更为圆熟；他有李

长之的洒脱豁朗，但更有深度”。同时，司马长风还结合李健吾的批评观念及批

评文体，分析了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之所以出类拔萃的原因。当然，司马长风的这

番评价也曾被不少的研究者认为有溢美之嫌，甚至在某个范围内引发了一些学术

上的争论（比如夏志清和司马长风之间曾有过的一场争论中就有一点正与司马长

风对李健吾评价过高有关）。从总体上看，大陆上世纪 50—70 年代对李健吾的研

究可说寥寥无几，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随着相对宽松的政治及文学氛围的逐步

形成，以及李健吾著作的陆续结集出版，他的文学批评才重新引起了一些读者及

研究者的关注和欣赏。第一篇比较正式的学术研究论文，是 1985 年刘锋杰的《李

健吾文学批评初论》③，此文比较全面地评价了李健吾文学批评的价值，并分析

了李健吾长期被冷落的原因。五年后，刘锋杰又发表了《李健吾的“自我批评”

论》④，文中对李健吾的自我批评观做了深入分析，指出李健吾的自我批评观在

内涵上的四个开放层面，以及批评的“相对性”和“印象主义”两个基本特色。 
                                                        
① 卞之琳. 李健吾的“快马”[J]. 新闻出版交流，1997,(1). 
② 司马长风. 中国新文学史[M]. 香港：昭明出版社, 1976. 
③ 刘锋杰. 李健吾文学批评初论[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1985,(2). 
④ 刘锋杰. 李健吾的“自我批评”论[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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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研究李健吾文学批评的学者逐渐增多，其各自的研究

视野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拓展。张爱剑在《论李健吾的文学批评》①一文中，就指

出李健吾的批评观念兼有传统的认识论批评观念、表现论批评观念和价值论批评

观念的特点，并认为人学尺度和美学尺度是李健吾批评的核心标准。李俊国的《新

鲜·犀利·灵动——谈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个性》②总结了李健吾的三项文艺批评

个性：一是富于敏锐的艺术触角的直观印象式批评；二是用生命的情感去温热作

品的“灵魂探险”式文学批评；三是真诚亲切、飞动灵异的批评文体。季桂起所

撰的《论李健吾的文学批评》③则比前面学者分析得更为全面，强调西方自由主

义意识及人本主义哲学思想决定了李健吾对批评的本质、批评的功能的根本理

解，同时也影响了他对批评方法和批评风格的选择。 

进入 21 世纪，学者的研究角度也有了某种新的转换。陈政在《李健吾文学

批评新论》④一文中，从直觉印象与理性分析的融合来观照李健吾文学批评的操

作范式与个性特征，使人深受启发。范永康的《论李健吾文学批评的两种诠释倾

向》⑤从诠释学的角度具体分析了李健吾文学批评所特有的客观主义和历史主义

的诠释倾向。李奇志《“灵魂探险”中的印象之华——李健吾文学批评论》⑥则

把李健吾的“灵魂探险”式的批评模式置于中西文学批评的基本范式中加以观照，

以说明其开放性与兼容性，同时将此种批评模式与法郎士的“灵魂奇遇”两相比

较，以辨析其悖论与张力同在的独有特色。 

上述研究成果多以单篇论文刊发的形式从不同侧面分析了李健吾的文学批

评，而温儒敏、许道明、周海波、刘锋杰、黄键等研究者则在自己的专著中对李

健吾的文学批评进行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探讨。文学批评观影响着批评家批评方

法的选择及批评风格的形成，所以温儒敏首先从李健吾的文学批评观念出发，认

为李健吾“主要是在研究和探索西方印象主义批评的基础上，吸收某些本土的传

统的成分”，建构其“印象主义批评”，这套批评理论的核心是“自我发现”论，

即强调批评中“创造的心灵”，强调通过批评“扩大人格”，强调“鉴赏”与“体

                                                        
① 张爱剑.论李健吾的文学批评[J].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92,(2). 
② 李俊国.新鲜·犀利·灵动——谈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个性[J]. 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2). 
③ 季桂起.论李健吾的文学批评[J]. 文学评论,1992,(3). 
④ 陈政.李健吾文学批评新论[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 
⑤ 范永康.论李健吾文学批评的两种诠释倾向[J]. 克山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1). 
⑥ 李奇志.“灵魂探险”中的印象之华——李健吾文学批评论[J].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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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其最终的结果则是宣告了“批评的独立”。①许道明则指出：“李健吾的

文学批评是鉴赏的，也是印象的，更是审美的、创造的。”②而对于李健吾批评

文体的运用，多数研究者都冠之以“随笔式批评文体”的称号。比如周海波就认

为，“李健吾的批评文体，是建立在人生的感受基础上的，批评的出发点就是一

种人生感悟，或者是作家作品寻找到的人生经验”，③换句话说，“李健吾的随笔

体批评实际上就是人生随笔”。④ 

也有不少研究者从京派文学批评的整体视野中来审视李健吾的文学批评，在

《中国现代六大批评家》⑤中，刘锋杰就比较明确地探讨了李健吾以京派为依托

的文学批评观。而黄键在《京派文学批评研究》⑥一书中，则侧重指出了法朗士

和勒麦特对李健吾的影响和启迪的差异。 

从总体上看，学界对于李健吾文学批评的研究是在不断地扩展和深化的。同

时，笔者在对李健吾文学批评研究资料的整理中发现，已往的研究中仍然存在着

诸多值得进一步探索的课题：一是研究者都着力探究李健吾文学批评与西方批评

史的关联，而对其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具体联系，却往往几笔带过，不够深入；

二是对李健吾文学批评所处的特定时代背景关注不够，在众多研究者中，只有刘

锋杰、许道明、黄键等人在他们的批评论著中，将李健吾文学批评与京派批评背

景进行了联系比较。鉴于此，笔者有意对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作一种尽可能全面的

梳理，以期在某些方面能有更进一步的发现。 

论文将分为四个部分逐层展开：第一部分，追溯李健吾文学批评的理论来源，

主要从西方印象主义批评与中国传统品评批评的比较中来探讨李健吾对二者的

借鉴与融合；第二部分，将李健吾的文学批评放置到自由主义文化的背景下，从

批评原则及艺术主张这两个角度对李健吾的文学批评自由观展开具体分析；第三

部分，结合李健吾的批评实践，对李健吾的随笔式批评文体的产生基础及鲜明个

性加以阐述；第四部分，主要从中国文学审美现代性的视角进一步阐述李健吾的

文学批评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以及对当下文学批评的意义与启发。

                                                        
① 温儒敏.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p98-100. 
② 许道明.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p194. 
③ 周海波.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p268. 
④ 周海波.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p273. 
⑤ 刘锋杰. 中国现代六大批评家[M].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 
⑥ 黄键. 京派文学批评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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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李健吾文学批评的理论来源 
 

中国现代小说家、剧作家、翻译家、文学评论家、法国文学研究专家，对于

这些称谓，从某种程度上说，李健吾是当之无愧的。李健吾在 15 岁时就是校中

有名的才子，1924 年开始创作各类文学作品。18 岁时创作的短篇小说《终条山

的传说》曾被鲁迅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并被鲁迅称赞其为“绚

烂”之作。李健吾自幼酷爱戏剧，还亲自参加话剧演出，经他创作、改编的剧作

近 50 部。他的散文佳作还曾多次被编入中学语文课本。他又是翻译家和法国文

学研究专家，提起福楼拜，人们总是会想起他所翻译的《福楼拜评传》。而在中

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他更是独树一帜。上世纪 30 年代中期，他以“刘西渭”

的笔名开始了文艺评论。当时的中国文坛多种流派、多种风格的作家层出不穷。

而他评论的对象，既有鲁迅、巴金、茅盾等大家，也有叶紫、萧军、罗淑等当时

文坛的无名小卒。正如他自己所说，“批评者注意大作家，假如他有不为人所了

然者在；他更注意无名，唯恐他们遭受社会埋没，永世不得翻身。”①他从自己独

特的审美视角出发，容纳、理解着不同艺术个性及不同政治倾向和艺术流派的作

家，比如曹禺、卞之琳、朱大柟、沈从文、废名、夏衍等等。批评的内容涉及了

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各种不同的文学门类。这些文章主要编辑在 1936 年

出版的《咀华集》和 1942 的出版的《咀华二集》中。虽然他的文学评论在文字

数量上并不是很多，但蕴含于其中的批评观念、批评模式等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他以“印象式”的“美文”，显示了“批评家自己的个性”。②的确，早

年留学法国潜心研究法国文学的经历，再加上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和自身文学创

作的功底，自然形成了他独具个性的“印象式批评”。正如有学者所言，李健吾

“自觉地把印象主义作为一种批评理论与方法来认真探索，有意识建设一种印象

主义的批评系统”。③从这套批评系统来追寻其理论来源，我们可以发现，在他的

身上，既有着明显的西方文艺理论思想的印记（其中以印象主义批评的印痕尤为

突出），同时也蕴涵着无法割裂的中国本土文化传统的沉淀，本章即从西方影响

                                                        
① 李健吾. 咀华集·咀华二集[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p186. 
②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p207. 
③ 温儒敏.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p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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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传统批评两个层面来分析李健吾文学批评的理论来源。 

 

第一节  西方印象主义批评的特质 

 

朱光潜在《谈美》一书中，曾将批评家分成四类“第一类批评学者自居‘导

师’地位，……喜欢向作家发号施令。”“第二类批评学者自居‘法官’地位。‘法

官’要有‘法’，所谓‘法’便是‘纪律’。他们以自订的‘纪律’强行律人。”

“第三类批评学者自居‘舌人’的地位。‘舌人’的功用在把外乡话翻译为本地

话，叫人能够懂。在于把作者的性格，时代和环境以及作品的意义解剖出来，让

欣赏者看到易于明了。”“第四类就是近代在法国闹得很久的印象主义的批评，属

于这类的学者所居的地位可以说是‘饕餮者’的地位，‘饕餮者’是贪美味，尝

到美味便把它的印象描写出来。”①朱光潜的“饕餮者”一语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揭

示了西方印象主义批评的实质。要具体了解西方印象主义批评，就有必要先简要

了解“印象主义”一词的来源。 

1874 年 3 月 25 日，莫奈 、雷诺阿、毕沙罗、西斯莱、德加、塞尚、莫里

索等一群自称为“无名的画家、雕塑家和版画家协会”的年轻法国画家，在巴黎卡

普辛大街借用摄影师那达尔的工作室举办展览。在展品中莫奈的油画《日出·印

象》被一位保守的记者路易·勒鲁瓦在文章中借用作为嘲讽，称这次展览是“印象

主义画家的展览会”，“印象主义”由此而得名，并最终成为了这个画派的标志性

称号。 印象主义画展从 1874 年到 1886 年共举行了 8 次，逐渐成为具有广泛影

响的绘画流派，印象主义画家反对当时的古典学院派和浪漫主义绘画，同时，伴

随着 19 世纪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光学和色彩学等领域研究成果的不断

问世，这些追求创新的画家们深受影响和启发，尝试着把光和色彩直接与审美效

果相结合。他们认为一切色彩皆产生于光，而光是瞬息万变的，只有捕捉瞬息间

光照所留下的印象才能揭示自然界的奥妙，所以印象主义画家更加注重在绘画中

对外光和色彩的凸显和表现。他们提倡户外写生，直接描绘在阳光下的物象，并

根据画家自己眼睛的观察和直接感受，迅速捕捉微妙的色彩变化与“瞬间”印象。 

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印象主义绘画原则与艺术主张很快波及到其他艺术门

                                                        
① 朱光潜.谈美[M].上海:上海开明书店,1932.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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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比如音乐和文学等，由此也直接影响到了当时的文学批评。印象主义批评又

被称为感受式批评，此种批评拒绝对作品进行理性的科学的分析，转而特别强调

批评的审美直觉，认为最好的批评只是记录批评家感受“美”的过程，至多指出

这美的印象是如何产生的，是在哪种条件下被感受到的。因此，印象主义批评就

演变成为了一种朦胧的、没有明确理性思路与逻辑论证的“以诗解诗”式的批评，

这类往往直接以散文或诗的形式出现，文学批评因此也成为了一种与文学创作没

有本质区别的艺术门类，持此种批评主张的人本身也往往就是诗人或作家。 

严格说来，印象主义批评方法早在印象派绘画产生之前就已经有过某种尝试,

如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的英国作家查尔斯·兰姆和威廉·哈兹里特的文学评论。

“论方法和程序，兰姆是哈兹里特的前导，但在范围规模、系统应用和理论认识

方面，兰姆则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两人的共同之处是运用了当时看似新颖的三种

批评方法：唤起作品印象、运用比喻手法、论及作者身世。这些方法推到究极还

是朗吉努斯那一套，但在十八世纪英国批评界尚无近似于他们两人的批评实践的

先例。”①哈兹里特在谈到自己的批评时，还进一步阐述道：“我说的是我所想的：

我想的是我所感受到的。我不由自主地从事物中得出某些印象；我有充分的勇气

照实说出。”②当然，这种唤起印象的批评方法在哈兹里特看来也有其危险之处，

他曾批评柯勒律治对托马斯·布朗爵士《瓮葬》的印象主义叙述“完全不以底本

为据”。“但是这种方法不久便流布广泛”成为对当时盛行的理性主义的一种反拨，

极大地提高了文学批评的审美特性。19 世纪至 20 世纪前 30 年，印象主义批评

兴盛于欧美诸国。“在瓦尔特·佩特和奥斯卡·王尔德那些满纸绚丽词句的文字

和安纳托尔·法朗士和乔治·圣茨伯里那种矜持的个性里，似乎占了上风。直到

范·威克·布鲁克斯之辈的精雅小品里仍有余音萦绕。”③  

维姆萨特和布鲁克斯曾把“印象主义的批评哲学”概括为三个核心观点：一、

“批评家最需要或唯一需要的工具，是他自己的情操”。如佩特所说：“批评家在

理性上不需要获得正确抽象的美的定义，他要的是某种气质，有被美的事物深深

感动的反应能力。”二、“既然艺术家自己最容易感受美的印象，则艺术家自己是

唯一合格的批评家”。比如惠斯勒就认为：“我不仅反对敌意的批评，我还反对无

                                                        
① 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二卷）[M]. 杨自伍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88.p230-231. 
② 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二卷）[M]. 杨自伍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88.p236. 
③ 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二卷）[M]. 杨自伍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88.p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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