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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淡生产价格与社会必要劳动

蒋和肚 齐宁印

近年宋,我鲟瑾论界在讨论价格形成基

础问题的过程中,有些同志为了论证生产价

格在社会主义条仵下的必然挂和合理性,提
出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生产价格直接就

是社会必要劳动时河,每种商品的生产价格

元论是在质△,还是在量上部苴接等于社会
价值。我们扒为:这种观点同马克思主义劳
动价值理论和圭产价格汪论不相符合,其论

据是不能成立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价格
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阁及其所决定的社会价值
虽有联累,怛却有本质区别,前者是后者的

转化形杏,后者是前者的基础。为了进∷步

弄清价格基础问题,以便推动我国的价格改
革,有必要对上述观点捉峦如下商榷。

我们先来考察—下生产价格等于社会必

要劳动时闰,等于社会价值这个命题的理论

合翟性闸题。

上述命器旱在六十午代就有人提出来,

认为,社会仿碹是由
“
全社会平均条件下的

社会必要劳功时间决定的
″
,社会价值直接

等闰于生产价梅 0。 近年来,∵ 些 同志 发
表文章又不断重复和发展这个观点。有的同

志说:全社会丫均条粹下的社会必 要 劳 动

时问是笫三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问, 
“
它决定

各个不同部门幻统一价值。由于这个统一价

值与七产价格的同一性,所 以它也决定了生

了o

产价格。
”

②还有些同志说.生产价格
“
是

按社会平均条件下的劳动耗费形成的市场价

值,反映了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平均活劳动

创造的社会价值
”

③, “
生产价格是价值价

格的发展形态,是发达商晶经济的社会必要

劳动。
”

④有的刁志甚至说:每种商品的社

会价值与其生产价格在量上本来就是尧全-
致的。

上述同志以为把生产价格直接归结于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归结于社会价值,并且生

产价格与价值在质上、量上都直接一致,便
为生产价格的合理性找羽了元可辩驳的理论

基础,然 而这种理论本身是不科学的。

首先,根本不存在一个全社会平均条件

下的各部门统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闰,因两

也不存在各个部门统一的社会价值。因为根

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社会必要劳动时

间及其所形成的社会价值,从来都是对生产

同一种商品的同一个部门而言的。只有生产

同砷商品的部门内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

必要劳动时间及其决定的社会价值。对此,马

克思明确池指出: “
不同的个别价值,必须

平均化为一个社会价值,即上述市场价值
”

⑤9而市场价值
“
应看作是一个部门所生产

的商品的平均价值
”
⑥。并且这个部门生产

的商晶也必须是
“
种类相同质量也接逅相同

的商品
”
⑦。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只有对向

种商晶来说,其使用价值在质上具 有同一

性,生产中耗龚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具布可



比性,因 而才可能在生产同一种产品的众多

的个别企业所花费的个别劳动时间
`形

成的

个别价值的基础上,通过平均而形成统一的

社会必要劳动时问,进而形成统∵的市场价

值。这时,各种不同的商品就是按照生产各

商品的部门内部所形成的社会必 要 劳 动 时

问,即社会价值进行交换。

相反,各个部门生产的不同 性 质的 商

品,由于其使用价值在质上是不可比的,生
产各 自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阀是不同的,

囚而也不可簸在此基础上进工步形成各部门

统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问,并用这个统一的

劳动时间去确定不同蛙质商晶的社会价值。

不能设想把曲四小时必要劳动量生产出来的

一只暖水赶和要由十小时必要劳动量生产出

来浒∵张桌子,平均化为一个统一的社会必

荽劳动七小时,并曲此去确定一只暧水瓶和
工张粜子的价格都是七元。如果按照上述观

点:各种不同商品有一个各个部门共同决定

的统一的社会价值,那么,一支钢笔与一艘

船轮、一盒火失与一辆机车就会有相同的价

值量,显然这是十分可笑的。

上述分析表明,各个部门共同形成的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在理论上是不可能成立的,

在实际中也是根本不存在的。

即使从制定价格的角度来看,也是行不

通七,囚为制定商晶的价格从来都是根据同

一部门不同企业生产同种产晶平均耗费的物

化劳动和活劳卖确定出部门平均成本,然后

加上∵定的蠃利 (包括利润和税金 )而形成

商品价格:从来也没有所谓各都门的统一的

社会平均成本,这是因为各个不同部门生产

的不同商品的生产成本在量上是不可比的。

各个部门生产的不同商品既然下可能有共同

均社合平均成本,当然也就不会有共同的价

格。

其次,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

点?生产价格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及某决定

的社会价值是有根本区别灼,而不是先仝镣

同的。

生产价格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及其决定

的社会价值至少有如下二个方面的区别。

第工,二者形戚的方式是不同的。在社

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社会价值是由生产同一

种商品的同∵部门内部各个企业通过宽争形

成的,而生产价格则是由投在生产不同商品

的不同部门的资本之间竞争形成的。马克思

在论述竞争时明确地指出: “
竞争苜先在一

个部门内实现的,是使商晶的各种不同的个

别价值形成△个相同的市场价值 和 市场 价

格。但只有不同部门的资本的竞争,才能形

成那种使不同部门之问的利润率平均化的生

产价格¤' ∴

第二,工者体现搀关系也是不同的。由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直接决定的社会价值是商

品经济的
一
般范畴,存在于整个商I馅 经济的

始终。它主要表明商品价值的决定和价值的

社会性,反映了商品生产者之间交换产品,从

而交换劳动的一般关系。而生产价格则是商

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上适应资本关系的要

求而出现的,因 而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特殊

阶段上的一个特殊范畴。它反映的是资本的

要求,即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它
一

经产

生,不仅对资本家、雨且对于工少、都会造成

一种错觉j似 乎
“
剩余价值,从而价值本身的

源皋必定不是劳动,两是别的什么东西了,丽

这样L来,政治经济学就会失去任何合理的

基础了。
”
⑧因为它

“
把利润的真正性质和起

源完全掩盖起来
”,从而

“
随着价值转化为

生产价格,价值规定的基础本身就被掩盖起

来
”

⑨。这时,商品价值的一个 重 要 部 分
——利润,完全表现为资本的产物,掩盖了

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关系;按照生产价格交换

商品,使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体现了整

个资产阶级结成共济会因体夕剥削全体工人

的关系。  ∷          ~ ′



笫三,不同种类商品的生产价格在量上

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社会价值也是-有

差别的。固然,社会总商品.的生产价格总额

是等于社会总商品的社会价值∵总撅。然而主

张生产价格等于社会价值的同志所说的,并

不是在此意义上的等同,而是指每种具体商

品的生产价格都直接等∷同于由它们各自的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社会价值,每种商:品

“
价值到生产价格改变的不是量而是形式

″

⑩。这,种 说法是值得商榷妁。马克 思噌 经指

出,只有资本有机构成属于社会j中 :等有机构

成的生产部门它们所生产∴的商晶妁生产价锵

同商品的社会价值才会相等,而许多高位掏

成和低位构成的部门所生产的商品,它.们的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及其形成的社会价溥,月

它们的生产价格在量上是不会一致的。高位

构成的部门其商品的生产价格必定高于氵的

价值;而低位构成的部门,其菏品的生:产窃

格要低于它的价值。

关于生产价格同社会必巽劳动时间决定

的社会价值的区别,是马克思第一次科学抛

揭示出来的。马克思指出,以往的经济学家

虽然意识到生产价格的存在, “
不过,他们

谁也没有说明生产价格同价值的区别。″⑧

李嘉图不经任何申间环节把生产价:格和社会

价傅直接地等同起来,不懂得二者的区别,

使他无法解决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同价值

规律的矛盾,致使其理论体系最终解体。马

克思正是正确地揭示了生产价格同社会价值

的区别和联系,才使他的经济理论体系最终

科学地建立起来。 “
既然真实的关系早已弄

清楚了,为什么又要开倒车昵?” ⑨

认为生产价格直接等于社会必要劳动时

间、等于社会价值的同志的-个 重要 论据

是: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决定社会必要

劳动时间的社会平均生产条仵已不局限于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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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部i门内部,而扩展到包括各个生产部闸在

内趵整个社会范围。他们说: “
只有到了社

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发达商:品 经济社会,劳

动均等性才能充分地表现出来。这时妁社会

平均生产条件不仅是本芊门的,而且与其他

都门有密切联系。具有全社会性质。
”

:⑩

诚然,马克思正是以部门内部:的平均生

产条件作为确定商品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

间的内涵规定的。但是,部 门内部妁平均生

产条件在理论上的抽象是合理的,在实践中

是万能的。而跨部门的所谓全社会妁平均生

产条件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在实际上也无

法形成.

所谓平均生产条件实质上是指生产产晶

的技术:条 `件 ,而这种技术条件的高低最终要

通过劳动生产率的高低表现出来。然而,劳
动生产率的绝对量只有在同一部门内部生产

同一种产品的不同企业之间才是 可 以 比较

的,此如,生产生铁的部门的甲企业生产一

吨生铁需要一石小时,乙企业生产同样钧-
吨铁需要一百五十小时,那么甲企业劳动生

产率就比乙企业高百分之五十。再假如,生

铁生产部门只有甲、乙两个企业,并且两个

企业工人的劳动强度和技术熟练程度是相等

的,那么表明该部门的平均生产条件的劳动

生产率则为每小时十六公斤,这是正确的。

相反,就隹产不同商品的不同部门来看,∶由

于它们所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属性和计量单

位、所使用的机器设备在性能和工作原理、

生产的ェ序或工艺流程等方面是完全不可比

的 ,因 而能够反映这种技术水平高低、生产条

件优劣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在其绝对量上也是

无法比较的。马苋思曾经就此举例说: “
如

果因为生产一盎斯金所需要的l劳动时间等于

3,生产一吨铁所需要的劳动时 间 也 等 于

3,就说金的
‘
生产率低 于

’
铁,那 就 错

了。
″

⑧ (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

正因为不同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在绝对曩



上是不可比的,那么各部门的个别劳动生产

率也就不能平均为一个代表社会平均生产条

件的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如果说生产金和

铁的部门由于同属于采掘工业部门,在生产

条件的某些方面还有相同或相近之处,因 而

它们的劳动生产率尚可以通过斤/每 小 时这

样的共同单位计算和加以比较的话 (尽管这

种比较并不能表明它们之间谁的劳动生产率

更高一些,其平均数也不能表明任何经济问

题 ),那 么,在完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

就根本不能以共同的单位来计量和比较它们

的劳动生产率。例如,生产粮食和汽车的劳

动生产率又何以计算出它们的平均劳动生产

率,并借以表现它们共同的平均 生 产 条 件

呢?可见,计算所谓全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

率,从而推论全社会平均生产条件是无法实

现的。因此,持此观点的同志又提出J全社

会平均的生产条件是通过社会平均的资金有

机构成来表现的⑩。我们认为,这种论据本

身的说服力是不强的。

虽然资金有机构成与生产条件好坏、技

术水平高低有一定联系,但决定不同部门资

佥有机构成差别的不只是技术水 平 一 个 囚

紊,还有所生产的产品的性质、生产规模、

资金周转速度等其它因素。在其它条件相同

的情况下,技术水平高的部门,其资金有机

构成也会柑应较高,但是,影响资金有机构

成高低的其它困素,诸如产品性质、生产规

模I资金周转速度在不同部门中通常是不同

的,囚此,资金有机构成高的部门并不是技

术水平必然高,生产条件必然好⒊资金有机

构成低的部门并不是技术水平就必然低'生
产条件就必然差。比如造船部门主要曲于生

产的产品性质,使资金周转缓慢,从而其资

金有机构成是相当高的,然而它的技术水平

未必是相当高的。又如,19〃年美国每个农

业∴劳动力占用资本投资为121,⒋ 7美元,而

同一时期美国工业中每个职工平均占用的资

本投资不到10万美元。显然美国 农 业 资 本

有机构成高于工业,但不能据此说美国农业

的技术水平高于工业的技术 水 平。正 因 为

这样,全社会的平均资金构成只能说明就全

社会平均水平而言,一定量的资金中有多少

要垫付于生产资料的购买,有多少用于支付

职工工资,而不能绝对表现全杜会平均的技

术水平与生产条件。马克思提出社会平均构

成、平均资本以至平均利润,是为了揭示各

部门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如何在各部门资本

集团之间被瓜分的,当 然不能反过去又为否

认这种瓜分的理论观点服务。

一些同志为了论证每一于i商品的生产价

格在质上和量上都直接等于社会必要劳动时

间、等同于价值而提出的另一些依据,也是

根本不能成立的。

第一, 
“
价值和生产价格本 来 是 统 一

的,其所以造成价值和生产价格在量上的不

一致,是因为我们对社会平均必要劳动的理

解有问题。
”

⑩据说,问题在于把社会平均

必要劳动仅仅理解为生产同一种商品的部门

平均必要劳动。而这样理解只能解决同一种

商品的社会价值问题,而不能解决不同商品

进行交换所依据的统一社会价值。为了克服

这个严重
“
弊端

″,就需要有一个对全社会

备种商品都适用的统一尺度,就必须将社会

平均必要劳动的概念由单个部门扩大到全社

会范周。这样,价值和生产价格在个量上就

一致了。然而,以上理由是很难使人信服的。

首先,部门的平均必要劳动,就是解决

不同商品之间相互交换的统一尺度问题的”

就是商品的社会价值。囚为部门平均的社会

必要劳动1时 间在质上体现了入的体力和脑力

耗费的社会等一性,在量上它是当时的社会

生产力条件下,为 了满足整个社会对每种商

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所必需的,是全社会总

79



劳动时间分酡在各个部门的必要部分。所以,  因为,在同一部门内部劳动生产力高的个百:

每个部门的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不  企业所生产的
“
商晶均个别价值低于它的社

阃种商晶婶交换中,就是直接能够相互沟通  会价值,就是说,这个商品所花费的劳功时

的量。各种不同商品依据各 自的社会必要劳  问,少于在社会平均条件下生产拷1太宗同类

动时间,就可以实行等价交换。       商品所花费的劳动时问。⋯⋯忸是商品的现

其次,众所周知,耳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实价值不是亡的个别价值9而是它的社会价

所阚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商品的社会价  值
”

⑩。因此,生产力特剔离沟个别企业在

值,从来都是同一部门同一种商品的社会必  按照社会价值出售商品Ⅱ时候'⒊ 会获冉额

量量雪::EE雪 雪量套::亨量量雪ξ景蠛 譬重景|ξΞ∶E:∶雪FE:∶ 景::景
同商品之间相互交换的统一尺度。如果象上  社会价值是由该部门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商

述同志昕理解的那样,部门内部的社会平均  品的必要劳动时闷所决定 f勺,因 而当该部门

必要劳动时问和商品价值只是同一种商品的  的生产条件普遍改进,劳动生产率昔遍提离

统一尺度9不能解决不同种商晶相互交换的  以后,单个商晶的社会价值就会降低,而花

统一尺度问题,而 同一种商品之阔又是不需  费同样多时劳动量所创造泌社会价植和主产

要相互进行交换的,那么请问:马克思所提  条件改进以前仍然同样多。 〃
不管主产力发

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河和商品社会价值范畴  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

还有什么意义呢?             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
”

④所以,枕不同

再次,前面已经说过,上述同志所讲的  部门之间的关系而言,生产条件好,有机构

与部门平均必要劳动不同的全社会范圃的社  成高的部门投入同样多的劳动根本不能相当

会必要劳动,是从来没有、也根本不可能存  于多倍的有机构成低的部门得劳动。

在的。                    第三, 
〃
同样冉1资金在有机构成高的鄱

第二,所谓
“
有机构成高的部门生产条  门使用的劳动力少,但创造蚝价值,从耐剩

件好,同样时间的劳动相当于多倍的有机构  余价值或利润并不少。⋯⋯事实上各部门生

成低的劳动
”

⑦,也是说不过去的。显然,  产的剩余价值或利润是与他饣lr咛 资金成比例

这里所说的生产条件好的劳动,是指生产率  的
”

⑧。这种论证同样碹得商榷。

高的劳动。但是作者在这里混淆了部门内部    首先,这种论证在逻辑上是循环论证 9

个剔企业生产力高的劳动与部门之间有机构  不能说明任何问题⒍闼为这是以生产价格直

成高的劳动在价值创造上的不同作 用 :的  接等于价值和等量资金获得等量 利 润 为 前

确,马克思说过: “
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  提,推论出同样多的资金在有机沟成高、投

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  入活劳动少的都门所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
内它所创遘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 均 劳 动要  并不少的结论。显然这是用需要证明的命题

多。”
⑧显而易见,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是生  作为证明此命题的依据,仅仅是改变了∵下

产罔一种商晶油同一部门内部劳 动 生 产 率  前提与结论的说法耐已,”扌t是 亳元意义的
高的个别企业的劳功,比劳动生产率低的个  同义语的重复。

别企业的劳动、甚至该部门的社 会 平 均 劳    其次,在这种论证屮,作昔把价值n1涿
动,在同栉时闷内熊够创造出多倍沟价值。  泉完全归结于资金,用 物化劳动创谴价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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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活Ι’动创造价渲,用 资金创造`拚
·
值 J夂 代剩

余劳动J造剩余价值,把 女金涕成是价值和

乘l余价值的t草春。这是不正确圩。困为资金

仅仅是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泅 物 质 条 件 ,

“
而刊佘饬值冖唯一捶泉畀活劳功”

”
②并

且, 
“
把汾值看作只足方扌时闪土Ⅰ凝结9'ri

是物化的劳动,这对手认识 'ffF值 冫:i身有决定

性Ⅱ意义。同样,把剩余价值看拧只是剩众丿l

动时问 f冖 凝艹,只 是物化∴i利全六扌,店对

于认识剩余价值也具有决定拄∴∶古义/⑦囚

此,把资金说成是价健和剩佘价'直 ÷l冻众 ,

这就亩离了马宽思 C刂立油j艹 功价值沱拙剩余

价值 r缶 的根本基础,盯衤丬△克怼 -△批判

婶资本创造饣值论冖立场少、去了。

第四, 
“
相对司余价值生产是右机构成

低的茚门利余价值率低,有机构成高的部闸

;艹刂余价值率,它们出利润本来是榴竿均。
”

⊙这个论点是下符合柏对剩兮价值理 l仑的。

因为,按照马克思的沦述 ,相对别佘价植生产

包含两居舍义 :其一 ,Ι己全社会苦 i芟l性白l。 这

足扌野由于主产Ⅰi活 资料汾衤氵l`艿 动生产率

捍高,使生活女料的价值泞饫,“,l亻 降低了

全社会各个部门所攴厢冖艿功力莳价植,改

变了工作日中必要劳动和剩个方动白·l比例,

缩短了必耍劳功时河,相应延长了剩余劳动

时间,提离了整个社会的剩余价值率 (∶Ⅰj不

丰是提高有机榔成离 的 部 门 的 礻刂佘 价 位

率)。 其次,它作为在各个都门内的特殊表现 ,

是 指 个 J∷∶企业由于苜先采淘了先进技术捉

高了劳动生产率、仗白己汐f产商品的个别价

值低于社会价值,从讶I°l得泅超额烈佘价值

或额外价值。然盯,这种超额羽余价'值不仅

仅在资金有机构成高的部门发生,在所有部

门内部都会发生,它所能引起的只是每一部

洼 :

①仿坠山《吲氏岽济礻合平衡和 △ i∷ Ⅱjˉ ∷ 卜丨

;I》 ,《汗iiI孑 :∴∶冫Ⅱ:3t第 :Ⅱ ij。

闸 F℃ 部不同企业之阀剩余价值率的差别,两
不走各部门之河的剩余价值率的差别。从上

述两层含义上郜得不出桕对剩余价值Ⅱi产走

有机构j戋高的部门剩余价值率高、有杌构成

仅△都门剩余价值率低的结论。因此,俄如不

是jt生广汾艹和平 i匀利润作为Ⅱ埒定前提,把
荆佘价值率和卒均利润率事先就年同起来 ,

那么就元从推斩有机柯成高低不同灼各部门

冖利润率本来是相等的。再者,如果秉作者

那样否认有扛‘均成高低不同部门存在原始利

润率沟差刊夕就否认了利润平均化的过程。

郑么,也炕根if定 了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

:∫r语形坟j⊥程衤剩六价值在右祝构成不同部

闸之闸河再分配,否定了整个资本家阶级共

同剥削整个工人阶级的关系,而这正是马克

思的平均利润和gi产价格理论的革命意义所

;疒 :。

总之,我们认为:马克思所阐述泅生产

价格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走有根本区别的,

每砷宙品的生产价格在质和量两方面都绝不

完全年于社会必要廾动时间及其决定山i社会

价值。那砷把每种亩品的生产价格 ~j犭 社会必

蛩劳动时问及其决定窝i社会绗值直接等同起

来泅玑点,昕赶来令丿、
“
玎日一新

”
,象是

对劳动价值理 论 ∴l苴 太
“

t刂

、
新

”
和

“
发

展
”

。忸走,这种创新和皮展绝不是在坚持

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原淡淘淘提下进行的。所

L;9这样 f发展
”

出来的
“
新观点

”
,除 了

在马克思主义△术芥引起某种理 论 混 乱 之

外,却不会有助于我国的价格改革,甚至对

于它所求证的社会主义价梅形戊31基础应是

生产价梅沟结论9也是无济于事 实 反 有 害

∶∶∶i。

④妾启渭《关于社会主义生广价杵仃在依 据 的

i|j认 识》, 《经济研宄》1θ 81⊥iif玎:8丿 刂j。

④邙 |lI1《牛Ⅱ
、
'△ ∶∶∶∶10品经济中的社会亡 要

Cl∵ 牢t笫 s了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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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才能敏锐地掌握好形象闪现的刹那,才 能捕捉那转瞬那逝的艺术形象,并把它十分逼真

地描绘下来,以创作出有价值的,有艺术魅力的作品来。

了解作家创作的这种特殊心态,懂得优秀的作品是作者
“
以鹞钧为心,造化为手,阴 阳

为笔,万象为墨
”(一本二折总批),才能对作品作出科学的批评。金圣叹正是从这点出发,一

反传统的
“
知人论世

”
鞠批评方法,不是从社会、作者的人晶去寻找线牲的因果关系,而是

认定作者是
“
天地现身

″
,困此,对作晶应

“
谛审熟睹

”
,凭 自迅的

“
灵心

”
去

￠
入名山

”

于
“
无峰无岭,无壁无溪、无坪坡梁裥之地

”
,却 “

回看为峰,延看为岭,仰看为壁,俯看

为溪:以 至正者坪、侧者坡、跨者梁、夹者裥
”

(《西厢记》二本二折批 )。 在艺术的神秘世界

中荡舟、徜徉。

批评家还要理解作者的情感特点。作者的情感特点是不同的。 “
《史记》须是太史公一

肚皮宿怨发挥出来的,所以他于
‘
游侠

’
9‘货殖

’
传,特地着精神,⋯。。。《水 浒 传 》却 不

然,施耐庵本无一肚皮宿怨要发挥出来,只是饱暖元事,又值心闲,不免伸纸弄墨,寻个题

目口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
”

巛水浒·讠立法》)

司马迁遭李陵之祸而受刑,忍辱含垢,坚持发愤著书, 《史记》则是他在含悲忍辱的境

遇中完成的,所 以其中不少篇章都有意元意问流露出他的隐痛和蒙上一种抑郁不平之气。他

痛恨暴政,因此歌颂游侠。而施耐庵是
“
心闲试弄,舒卷自恣

”
(《贯华堂本 自序》), 

“
写自

家的锦心绣口
”
。他们的情感特点既然不同,批评家对文中的淆感的理解也就应该不同。

金圣叹在批评中就非常重视作者的情感特点,他强调要
“
究作者之本情

”(一本二折总批)

要知逍作者是借作品
“
快然一眭其胸中隐隐之无数奇事

” (一本一折批 )。 我们暂且不论他对

施耐庵的情感特点的认识是否正确,但也阐明的文学批评应理解尊重作家的特殊 情 感 的 观

点,却是我们应当借鉴的。

理解作家'理解作家创作的特殊心态和情感特点 ,才能正确地理解作品中
“
请

”
与

“
理

”

的关系,才能充分尊重文学的情感性特点,承认情感的独立价值和地位。只有在这个基础上

才能超越作家的意识,进而发现作家未意识到的作品价值和潜在意义。

我们分三个方面论述了金圣叹的鉴赏理论。除此以外,他对鉴赏方法还有不 少 精 到 论

述。如认为鉴赏应先
“
一气读之9总 揽其起尽

”
CKK西厢·渎法》);应

“
谛审熟睹

”
口从细微处

见精神;应
“
细读

”
、 “

逐宇逐旬细细看
”, 

“
细细寻

”
、 “

细 看
”

、 “
细 睐

”
; 应 “

留

览
”
;应

“
徐读之,疾读之,翱翔读之,歇续读之,为楚声读之,为 狃 声 读 之

″
巛水浒传》

二十五日扌}匕 );应
“
意会之

”
,“ 于意外得之

”, 
“
从文外得之

”,等等。眼于篇幅,这 里 就

不一工论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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