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宗白华被誉为诗性美学家，其在东方美学中融入西方的诗歌精神，形成以东方哲学文

化为主的诗歌理论，其独特的诗歌生产机制与构建形式，为如今的诗歌写作提供了较大的参

考价值。加强对宗白华的诗歌理论研究，既能从东方哲学文化精神中感受宗白华的诗歌理论

魅力，也能从其诗歌理论中感受宇宙万物的奥妙。从宗白华的生平简述和诗论著述入手了解

诗的本体论，以此感受宗白华的诗歌理论，能真正从中品味人生，感悟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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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白华对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哲学的深度了解是其

被称为诗性美学家的主要原因，宗白华从东方视野接受

西方文化的融入，在诗歌中汇聚东、西方文化，形成了

独特的学术文化。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宗白华的成就弥

足珍贵。小诗是情感最真实的流露，宗白华在诗歌创作

过程中表达的潜在话语给现代诗论的发展和建设带来了

诸多启示，后人在研究过程中无不惊叹宗白华的诗歌理

论的自由和洒脱。宗白华利用跨文化的方式展现中国诗

歌中的生命情怀，使中国诗歌迈上了新的发展历程。

一、 宗白华简介

宗白华出生于 1897 年，祖籍安徽省安庆市，因自小

接受新式教育，观念新颖。1912 年，宗白华进入金陵中

学学习英文，后因病休养，前往德国高等学校中学部修

习德文。多年后，宗白华回忆这段经历时认为其充满诗意。

1916 年，宗白华在同济医工学堂毕业并升入大学医预科。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同济学堂改名后迁址，但当时宗白

华无心学医，开始自修文学和哲学。自学期间，宗白华

与胡适一起倡导新文化运动，积极推动新诗发展。1918 年，

宗白华经由同学魏时珍介绍参与少年中国学会筹备，之后

被选为权力机关评议部评议员，成为《少年中国》的主

要撰稿人，同时成为《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的主编。

因其开辟的新文艺专栏影响较大，《学灯》成为五四时期

四大副刊之一。后期，宗白华赴德国留学，先后选修哲学、

心理学、生物学。抗战胜利后，宗白华回到南京继续任教。

1986 年 12 月 20 日，宗白华在北京逝世，享年 90 岁。

宗白华的诗论充满趣味，以哲理为骨，其诗作中有

对诗的理解，也有高度凝练和耐人深思的见解。作为我

国新诗史上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创作充满自然气息，为

新时代文学的发展提供积极可行的建议，也对新诗作出

了客观评价，还曾与郭沫若、田汉合著出版《三叶集》，

这一著作对新诗理论探索具有一定代表性。纵观宗白华

的诗歌理论可以发现，他认为诗歌本身具有生命的节奏，

这也为其生命诗论奠定坚实基础，后期的留学经历让他

受到了西方浪漫主义的浸染。宗白华对内心世界和内在

世界的追求打破了传统的束缚，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

当时文学界对其高度赞赏，认为其诗歌中蕴含振奋民族

的精神力量。宗白华的诸多创作短小、精炼又富含哲学，

其发表的《诗闲谈》充分体现了其诗论的散文性，也能从

简短的诗论中感受生命与诗歌的灵魂。宗白华著作的《略

论文艺与象征》《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都有对

诗的思考和感悟，从感悟中可以感受其诗歌理论，不难

发现宗白华善于思考，作品精微深刻，以哲理为骨的诗

耐人深思。

宇宙·生命·诗歌
—宗白华的诗歌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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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宗白华的诗的本体论

( 一 ) 内容展现关乎生命的形式

宗白华主张内容与形式密切

相关，认为内容展现关乎生命

的形式，这也使内容和形式本

身 具 备 一 致 性 特 征。 虽 然 分

开 研 究 相 对 方 便， 但 不 可 否

认，二者是有机的整体。宗白

华将内容分为情绪和人生经历

两种，也分为形体和音色。写诗

所用的文字以及音韵都是为了表达

诗中的情感，是对诗人感情、情绪的

抒发。从宗白华的理论主张中不难看出，

宗白华认为诗歌属于有机的整体。这也能说明

宗白华对诗歌整体的把握，其更善于创作触及心灵的作

品。但宗白华在创作过程中不愿意受形式束缚，他认为

形式束缚会对内容造成影响。因此，虽然他心中常有诗

意，却因烦于推敲诗的形式而放弃写诗，也因此推崇诗

人强化对写诗技巧的修炼。每个人都会触景生情，但不

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展现有血有肉的诗歌，而这些触及

心灵的情感是诗歌的灵魂。因此，宗白华是最早提出重

视诗歌内在节奏的人，但宗白华所说的内在结构与自然

节奏不同，它是诗人对生命境界的把握，以宇宙为总对

象。宗白华善于在诗句里调动自己的脉搏，这也使其诗

和音韵形成和谐的篇章，其内心的情意自然流露于音韵

节奏中。宗白华认为艺术作品本身就是一种美的精神体

验，借助内容展现生命的形式，才能掌握生命意味的节奏，

增强诗歌的艺术性和整体性。掌握生命节奏是宗白华对

自己诗歌最好的注解和诠释。

( 二 ) 诗属于有机的形式

宗白华作为初期的白话诗人，与追求绝对自由的郭

沫若和康白情不同。宗白华认为利用美的文字表达诗人

的情绪意境，需要掌握形式化节奏，确保文字与音乐节

奏相合，才能使诗真正达到音乐的质感。虽然宗白华在

创作过程中不喜欢束缚，认为束缚和格律会成为表达情

感的阻碍，但他在理论上是承认音韵格律对诗歌的重要

性的。宗白华认为诗是自由的，创作应该用自然的音节

和自然的形式真情流露。宗白华认同诗歌的音韵格律要

求，但他认为这些要求会束缚诗人，也会成为创作的阻碍。

他曾在给郭沫若写信时提出：“感觉情绪也有些，所缺少

的就是艺术的能力和训练。”因为宗白华讨厌束缚，又缺

少对音韵格律方面的训练，这也使其在有艺术冲动时总

是无从下手。

三、 宗白华的诗歌理论

( 一 ) 宇宙

宗白华被称为诗性的美学家，

这与其著作文体有关，也与其文

学素养有关。1920 年，宗白华

担任《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

的编辑，与郭沫若因艺术观念

的 契 合 成 为 素 未 谋 面 的 知 己。

二人共同认可的“泛神论”使二

者在隔海相望中成为知音。“泛神

论”对神的超越性予以否定，使神

的人格形象逐渐消融于宇宙时空中。

这一时代万物皆有灵，自然界的万物被赋

予一种神性光辉。具有神秘色彩的宇宙简单呈

现出世界真相，宇宙万象之间建立起的联系本身存在深

刻的意义关系，而置身其中的诗人因此得出“诗人的宇

宙观以泛神论为最适宜”。宗白华的这一结论在后期广

泛流传并得到了认可。虽然宗白华与郭沫若是知己，但

是二者对“泛神论”的认知有一定的区别。宗白华借助“泛

神论”表露出了中国古典艺术境界，而优秀作品中的宇

宙灵气也形成了意境结构，是中国人最早对宇宙艺术的

再现，彰显着华夏的情怀。华夏人的书法和诗词包含着

华夏人的宇宙意识，通过诗词感受华夏文明中的生命情

调，能走进另一个诗意的境界。诗的意境可以和宇宙最

深处的秘密相关联，二者合二为一，在相互渗透中涌现

了全新的“宇宙”，也为人类开辟了丰富的想象世界。宗

白华与郭沫若的发展方向和对文学、对哲学的认知各成

一派，这与二人的心灵结构有关。宗白华当时研究哲学

理论，因此会用哲理做骨，这使得二者在诗歌创作中呈

现的艺术特色完全不同。虽然二者在特定时间内就一些

诗学问题达成了表面的一致，但细致了解二人的艺术道

路会发现，二人的观念有天壤之别。

( 二 ) 生命 

宗白华认为人应多与自然亲近、与哲理亲近，才能

形成圆满高尚的诗人人格。所谓人格，不是指道德范畴，

而是接近老庄哲学中的“道”和“德”，这与宗白华研究

的哲理无限接近。从宗白华的视角来看，因为人在与世

界接触时层次不同、关系不同，因此形成的境界也会有

所不同，宗白华将其分为功利、伦理、政治、学术、宗

教五种境界。从宇宙人生中的个体秩序窥见灵魂深处，

能使人类达到心灵上的享受。因此形成的艺术境界，也

带来了别样的美。宗白华认为生命与心灵本身是有机的

整体，人的生命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物种，也是因为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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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明。心灵不是特指生命的主体，而是生命的形容词，艺

术家的诗心融入宇宙本身就是宇宙的另一种表现，空灵

而自然。因此，宗白华认为艺术家的人格修养超越传统

的“道”和“德”属于精神涵养，这种天然的培植能超

越心灵，更能达到凝神静照的体验。凝神静照是指摒除

尘世杂念，以最清明的心去发现宇宙万物的奥秘，以此

形成心灵的喜悦，既能达到一定的诗境或意境，又能通

之于道。中国的哲学与生命息息相关，哲学就是生命在

宇宙之中翩然起舞的诗歌，迸发着独特的生命力和艺术

热情。艺术家在创作时，能发现内心深处的自我，也能

自然地流露“道”，正是这种深情的流露使诗歌最接近宇

宙本身。因此，诗歌作为生命的化身，以独特的艺术符

号与不同艺术形式进行沟通。宗白华认为个体应在自然

和社会中养成诗人人格，但在自然和社会中沉浸时，也

无须为时代风潮所动，沉浸在小世界中探寻大世界的奥

秘，才能真正体现诗歌的生命之美，并接受“心灵”的洗礼。

( 三 ) 诗歌

生命的诗本身就是在天地宇宙中充分表现的，自然

流露的诗歌能自给自足。通过符号象征向人们展示心中

的诗境和意境，能真正感受生命之美。但宗白华在创作

过程中认为，人们心中的意境和诗境不一定用诗歌进行

表达，所以很多创意和诗稿在无形中消亡。这能充分体

现宗白华与郭沫若的不同。郭沫若认为诗应该写出来而

不是做出来，认为书写本身就是表现生命的最高意义，

这种永远残缺不完整的生命才是真正象征体的意义符号，

因此郭沫若极尽所能地用诗歌提升生命意义。宗白华追

求神往，认为不一定非要用书写表达生命的意义，若非

惊人之笔，诗歌是可有可无的。在宗白华的理解中，诗

歌是诗的意境，直接触及诗人的心灵，诗人在与自然接

触时产生的直觉灵感，能燃起熠熠之光。一些若有若无

的诗歌本身不需要激活语言来表达，仅靠语言无法展现

浩瀚无边的宇宙境界。但知者不言这种模式，使很多诗

歌无法通过具体方式来传达，也无法通过文字进行展现，

这是典型的东方哲学，追求无上境界。中国的诗词文章

里充斥着中国的画面和艺术的境界结构，属于永远无法

捕捉的幻物，既能在宇宙中感受其盎然生机，又能为人

预留无限的想象空间，诗歌永远留给读者大面积的空白。

这也导致宗白华虽然欣赏郭沫若，但内心深处更向往意

简而曲的优美诗作。从宗白华的诗歌里感受其艺术境界，

能真正感受诗歌中的浩瀚宇宙。用优美的文字表达人情

绪的意境，本身就能使抽象性情感跃然纸上，这种典型

的中国文人的创作模式，也使宗白华的诗歌理论广受好

评并获得热烈反响。在宗白华的笔下感受诗歌之美，利

用其诗歌理论创新中国诗歌，有利于我国诗歌影响力的

提升。

我国是诗歌的国度，历史上的诗歌曾取得卓越成就。

但在 20 世纪后，我国新诗创作陷入瓶颈期，甚至走向迷

途，直到现在中国诗歌在世界文坛的地位也并未恢复如

往昔。诗歌的失落令人遗憾，想要探寻新的出路，必须

加强对诗歌理论的深入认知。今日的诗学在发展过程中

有着丰富的中西方理论资源，机遇与挑战并存。加强对

中国诗学的研究，了解诗学大家的理论认识，能为中国

诗学建设提供宝贵经验。从宗白华的诗歌理论中窥见其

文学体系，能让当今的人们在时代发展中感受特殊时代

下的文人思想，这种思想不仅具有较强的学术研究价值，

也能为后来者提供宝贵的理论经验，有利于我国诗歌的

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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