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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代文阅读　　　　　　　　 　　　　 　　　　 　 　　
现代文阅读Ⅰ

材料一：

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的“文如其人”命题，往往具有“实然”“应然”双重意义，既在于儒家思想及
文人普遍观念对“文”之反映、认识功能的信赖，也在于儒道两家共同标举的“贵真”理想。
在中国古代“文如其人”说的支持者中，在“实然”认定外，还赋予该命题“应然”意义者，比比

皆是。（叶燮所说的“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如此，“言，心声也；书，
心画也。心声心画，吾辈正赖有此留天地间互相参验者”亦如此。在这里，笔者更为关心的
是，上述“实然“应然”的判断是如何产生的？回答此问题，我们需要对两者的思想基础分别进
行追寻。

尽管在具体表达时，“文如其人”命题往往也包含对“文”的审美形态的描述，但它主要的阐释
目的，终归在于肯定“文”承载创作者人品、思想情感或个性气质等信息的有效性。而在中国传
统儒家思想诸多根深蒂固的观念中，恰有一种与此息息相关，那就是承认并重视“文”尤其是自
作之文的反映、认识功能。儒家诗学经典文献中的相关表述，可谓该观念的典型体现。《诗大

序》中的“论者，志之所之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至少是在认定，诗能
够反映创作者的思想情感。除此之外，孟子的被众多后学奉为圭果的认识方法——“以意逆
志”，实际上也包含着上述事实判断。孟子认为，解读诗的人不要拘于文字而误解词句，也不
要拘于词句而误解原意，要用自己切身的体会去推测作者的本意。这一观点无疑有对正确发挥

解读者主观能动性的肯定与期待：此外，还有一点比较隐蔽，那就是对语言文字反映、认识功

能的认可。因为在对该方法的表述中，孟子否定的仅仅是认知主体不恰当的理解方式，而绝不

是作品承载“志”的真实性——“以意逆志”成立的前提之一，正是“志在文中”；若非如此，即使
解读者“知人”能力再强，也是无处应用的。当然，除了上述儒家经典文献，在古人其他常见表
达中，文的这类功能也一再被确认。众所周知，所词“读其书，想见其为人”是被古人多次重复
的心愿，这其中潜藏的，是对作品能够承载作者情态个性的肯定。而《汉书·司马迁传》所载
《报任安书》中的“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则不单关注着“文”对德性或声名的传播，还表达出
对“文”之展示自我情感、个性的信赖。在这类观念中，具备上述功能的“文”已不仅是一种认知
工具，更是异代之人有所感而相通的桥梁、创作者精神水存的保证。显而易见，将“文”等同于
反映认识创作者个人信息的可靠媒介，乃是被经典著作及文人反复确认的真理性认识。既然如

此“文如其人”命题能够得到长久的拥护，绝非偶然。
除“客观事实认定”一端外，在“人”与“文”的“应然”层面，“文如其人”命题同样存在深厚的思

想基础。在这个层面，“文如其人”表达的是“贵真”的一种理念，即文、人一致是理应追求的境
界，而“真”正是古代文论一以贯之的价值尺度。总体来说，中国古代文艺观中的“真”，一方面
要求作家真诚地表达真实的思想情感，一方面要求作品具备完满呈现作者真情实感的水平。如

果说后者是对作品客观效果的考虑，其实现程度尚不完圣取决于作者的主观愿望；那么前者就

是对创作者主观动机的要求，即要求作家无论创作水准怎样，至少理应保证内容的退实、表达

态度的真诚。这两点原则上人人皆可实现，若不能做到，为人为文就均不足敢。就文论史事实

来看，《易传·文言》中的“修辞立其诚”，《礼记·表记》中的升欲信辞欲巧”。就已包念了
对“真”原则的自觉确认。而后世即便是格外重视形式风格的文人，也是绝不背弃该原则的。不
难看出，当“真”成为古代文人立身、为文的普遍追求时，在他们心中，同样标举该理想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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