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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赵毅衡教授所提出的“伴随文本”，扩展了“文本间性”，给定了伴随文本问题的分析框架。针对其中存在的部

分有待明晰和完善的问题，笔者尝试性地进行了修正与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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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伴随文本”界定及分类

“伴随文本”是赵毅衡教授基于克里斯蒂娃的“文本间性”
架构、瑞恰慈等人提出的“语境论”、洛特曼提出的“符号域”理

论、热奈特的“羊皮纸手稿”、玛丽·麦克林的“附加文本”以及

国内论者所讨论的“潜文本”、“互文性”等所提出的一个新概

念。赵毅衡教授将它用于指那些“被符号文本‘顺便’携带着”
的，“伴随着符号文本，隐藏于文本之后，文本之外，或文本边

缘: 但是积极参与文本意义的构成，严重地影响意义解释”①的

因素，并将其分为副文本、型文本、前文本、元文本、链文本、先
文本 /后文本七小类，又将之合并为显性伴随文本、生成伴随文

本和解释伴随文本三大类。
可以看出，三大类的划分与符号表意的“文本”、“传者”、

“受者”三环节存在一一对应关系; 七小类的划分也是各有侧

重，能相对比较周全地考虑到各类伴随文本。相比于其他理论

家就此问题所进行的研究，赵毅衡的重新分类、命名与定义一

定程度上将伴随文本问题操作化，能为我们认识和分析伴随文

本问题提供一条相对可行并有效的路径。
然而，如果再深入思考，便会发现此分类还存在一些有待

解决和厘清的问题: 1． 部分概念如“元文本”、“前文本”和“链

文本”的定义是否足够明晰; 2． 对比于“前文本”这一“影响文

本生成的全部文化语境压力”而言，是否需要考虑作为“影响

文本阐释的全部文化语境”这一伴随文本类型，如果需要，该如

何命名它; 3． 对伴随文本的“显性”、“生成”与“解释”三分类以

及对“文本出现前就已经发生的”与“文本发生后才带上的”两

分类是否足够严谨; 4． 各类伴随文本之间存在什么样的相互

关系; 等等。
如赵毅衡教授所说:“任何符号表意文本都必然携带着各

种伴随文本，反之，如果没有各种伴随文本的支持，文本本身落

在真空之中”，“成为一堆纯粹的符号集合”，“无法成立也无法

理解”①，伴随文本普遍存在于符号表意过程中，构成了符号表

意的特殊语境和文化制约，起着甚至比文本本身还大的重要作

用。因而，对伴随文本问题的研究对于文艺学、诗学、符号学、

阐释学、传播学等学科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建立一个更为

明晰完善的理论框架的必要性毋庸置疑。笔者即是以此为目

标，针对伴随文本理论中尚存的不明晰与不圆满之处，试图做

出一点修正与扩展。
为了方便后文分析，笔者暂将其对各类伴随文本的命名、

归属与定义作如下梳理① :

分类Ⅰ 分类Ⅱ 分类Ⅲ 相关定义及陈述

“文 本
出 现 前
就 已 经
发 生 的
伴 随 文
本”

显 性 伴
随文本

副 文 本
( 框 架
因素)

是“显露”在文本的表现层上的附加因素
……可以 把 它 们 看 做 文 本 的“框 架 因
素”，如书籍的标题，题词，序言，插图，出
版文本……副文本只是落在文本边缘上，
某些符号类型……甚至不显现于文本边
缘，需要另外的文本渠道( 例如戏单，CD
封套等) 来提供。

型 文 本
( 类 型
因素)

型文本也是文本框架的一部分，它指明文
本所从属的集群，即文化背景规定的文本
“归类”方式，例如与其他一批文本属同
一个创作者……等等。

生 成 伴
随文本:
指 文 本
生 成 时
各 种 条
件 留 下
的痕迹

前 文 本
( 引 用
因素)

是一个文化中先前的文本对此文本生成
产生的影响，……，引文，典故，戏仿，剽
窃，暗示等，是前文本中比较明显的类型;
但是前文本可以相当遥远，一个文化的全
部历史，只要在这个文本产生之前，都是
这个文本的前文本: 前文本是文本生成时
受到的全部文化语境的压力，是文本组成
无法逃避的所有文化文本组成的网络。

“文 本
发 生 后
才 带 上
的 伴 随
文本”

解 释 伴
随文本:
在 文 本
被 解 释
时 起 作
用 的 伴
随文本

元 文 本
( 评 论
因素)

元文本是此文本生成后，文本被接受之
前，所出现的影响意义解释的各种文本
……元文本即评论与环境因素，是文本出
现之后才生成。

链 文 本
( 链 接
因素)

也被称为超文本，是可被“链接”起来一
同接受的各种其他文本。

先文本 /
后 文 本
( 续 写
因素)

两个文本之间有特殊关系，例如仿作、续
集、后传。先文本 / 后文本实际上既是生
产性伴随文本……也可以是解释性伴随
文本……。

二、基本概念: 修正与延展

在对七小类的几个基本概念进行反复理解和思考后，笔者

认为还有待厘清的是“元文本”，还需要深化的是“前文本”，还

可以扩展的是“链文本”。
( 一) 修正“元文本”:“关于文本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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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元文本，赵毅衡教授有以下几种陈述:①元文本是“关

于文本的文本”;②“元文本，即评论与环境因素，是文本出现之

后才生成”;③“元文本是此文本生成后，文本被接受之前，所出

现的影响意义解释的各种文本，包括对此作品及作者的新闻、
评论、八卦、传闻、指责、道德或政治标签等等”②，但最正式地

用于定义的是第三个。三种陈述界定了三个大小不同的范围，

其关系可以表示为:① ＞② ＞③( 如下图所示) 。

于是问题就出现了:

如果把元文本定义为“文本生成之后的”，那该如何指称

那些先于文本生成而发布的、但又的确能引发潜在受众接收期

待的诸如预告、新闻等? 又该如何看待那些周播剧里同时于文

本生产的、但又的确能算作“关于文本的文本”和“文本的评论

因素”的观众反映?

如果把元文本规定为“文本被接收之前的”，那该如何看

待那些文本接受之后再行接收的( 这是我们在文本接受过程中

常有的行为，比如看一部电影却不完全得其意，就可能会求助

于相关的影评) 、绝对属于名副其实的“文本的评论因素”、“关

于文本的文本”的影评或读后感?

如果把“元文本”局限为“评论因素”，那该如何归置关于

文本的预告、新闻、花絮等事实性信息而非评价性信息?

因此，为了能最完整地囊括这一类型的伴随文本，笔者认

为，将元文本定义为“关于文本的文本”这一概念无疑最奏效。
如此这般，不管是文本发生前还是文本发生后，无论是文本接

受前还是文本接受后，无论是评论因素还是新闻因素，只要是

关于文本的文本，都可以归入“元文本”的范畴。
( 二) 深化“前文本”:“文本生成时所受到的全部文化语境

压力”
前文本，被赵毅衡教授规定为一个文本的“引用因素”，指

“一个文化中先前的文本对此文本生成产生的影响……引文，

典故，戏仿，剽窃，暗示等……但是前文本可以相当遥远，一个

文化的全部历史，只要在这个文本产生之前，都是这个文本的

前文本: 前文本是文本生成时受到的全部文化语境的压力，是

文本组成无法逃避的所有文化文本组成的网络。”①他关于前

文本的描述，其实可以理解为这么两层: 狭义的前文本与广义

的前文本。
狭义的前文本用于指一次具体的文本创作实践中的那些

能有迹可循的各种典故、戏仿、暗示等“引用因素”，如《疯狂的

石头》中所“引用”的如《天下无贼》《功夫》《碟中谍》等大片电

影中的打斗场面。
广义的前文本则指“文本生成时所受的全部文化语境压

力”，它不仅包括那些被“引用”了的文本，同时也包括那些被

“排除”了的文本。被“引用”了的，只是我们能看得见的非常

小的一部分，只是冰山一角，而那些没有被引用的或者说被排

除在外的一大部分，才构成了冰山下面的一大部分。但我们必

须得承认，即便没有出现在“引用因素”里，但后者对文本生成

的影响也可能是重大的。如一篇创新性学术论文的背后，注释

和参考文献可能只有 20 条，但最终成就一篇学术论文所需要

看的东西却远不止这 20 条注释所指涉的前文本。
相比之而言，“全部文化语境”更能有效表达“前文本”这

一概念，但有迹可循的“引用因素”更能将“前文本”概念操

作化。
( 三) 扩展“链文本”: 文本接收时所面临的全部文化语境

链文本，也被称为“超文本”。赵毅衡教授对其的界定同样

有两种:①“可被‘链接’起来一同接受的各种其它文本”; ②
“接收者解释某文本时，主动或被动地与某些文本‘链接’起来

一同接受的其它文本”③。在这两种陈述之间存在一个非常重

要的不同: 时态。
在①中，链文本指具有“可‘链接’性”的其他各种文本，是

指“所有可以、可能被‘链接’起来一同接受的其他文本的集

合”，因而它是变动不居的且漫无边际的。在②中，链文本指具

有“已‘链接’性”的其他各种文本，是指“某一特定文本接收实

践中被‘链接’起来一同接受的其他文本”，它存在于一次特定

的文本接收实践中的具体文本。显然，②是①中的真子集，每

一次特定文本接收实践中所涉及的“链文本”只是①这个庞大

集合中的一个真子集。
对应于前述的广义与狭义的前文本，我们同样可以用广义

与狭义来表达上述链文本中的①与②，即: 广义的链文本指“所

有可以被‘链接’起来一同接受的其他文本”; 狭义的链文本指

“所有被‘链接’起来一同接受的其他文本”。由于链文本既可

以是接收者“主动”选取，也可以是接收者“被动”接收的其他

文本，可以说，几乎所有的除此文本之外的其他文本都可以成

为此文本的链文本。从该角度上说，广义的链文本构成了文本

接收时所面临的全部文化语境。
三、类属划分: 舍弃与重构

严谨的科学研究要求研究者对事物的分类要做到“穷举”
和“互斥”，而这一点在人文社科中一直表现不是很理想。赵毅

衡教授的“显性”、“生成”与“解释”三分类之间，以及“文本生

成前就已经出现的”、“文本出现后才带上的”两分类之间也存

在部分“不互斥”的问题。
( 一) “显性”VS“隐藏”
说到“显性”，是相对于“隐性”而言的。赵毅衡教授说，

“伴随文本因素并不一定是‘潜藏’的、‘隐藏’的”，并且只将副

文本和型文本归为显性伴随文本范畴，这是否意味着他将其他

几种伴随文本都默认为隐性的呢? 我们可以逐一分析一下。
首先，前文本不必定是隐性的。一般而言，只残留些许“引

用因素”于文本中的前文本是隐性的、不被点明的、需要被接收

者意识到时才转化为显性的。然而，当一篇学术论文将其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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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料、数据的出处文本体现于文种，或者用注释、参考文献等

方式进行列举时，前文本是显性的而非隐性的。
其次，先文本不必定是隐性的。多数时候，先文本不出现

于文本之中。但当一本图书的封面或扉页上注明“修订版”、
“第二版”字样时，作为先文本的“原本”、“第一版”就是显性的

而非隐性的。
再次，元文本不必定是隐性的。元文本常常是脱离文本而

在的，但是当某新书中有一位名家或大师作序时，作为元文本

的“序”是显性的而非隐性的。
复次，链文本不必定是隐性的。当一则报纸新闻后面紧跟

“延伸阅读”、“网络链接”等形式刊载相关内容时，链文本是显

性的而非隐藏的。
除此而外，副文本和型文本也并非都是显性的。当副文本

不出现在文本边缘而需通过其他文本渠道来提供的时候，副文

本是隐性的; 当某一类型文本并非出现于文本生成过程而出现

于文本接受过程时，型文本是隐性的。
鉴于此“显性”与“隐性”如此缺乏区分度，笔者冒昧建议，

舍弃“显性伴随文本”这一类属划分。
( 二) “生成性”VS“解释性”
赵毅衡教授将“生成伴随文本”界定为“指文本生成时各

种条件留下的痕迹”，且将“前文本”归入该类; 将“解释伴随文

本”界定为“在文本被解释时起作用的伴随文本”，且将“元文

本”、“链文本”和“先文本 /后文本”归入该类。但笔者认为，这

个分类同样不具互斥性。
首先，副文本、型文本、元文本、链文本就不能在文本生成

时留下些许痕迹或者说就不能影响文本的生成吗? 笔者认为

不尽然。副文本，通过要求掌握副文本相关知识技能的方式影

响文本生成，比如要生成一本小说就必须得会写字。型文本，

通过其对体裁和类型的文化归类方式影响文本生成，比如新闻

体裁会规定记者不能虚构，消息的写作会规定记者尽可能将最

重要的事实要素首先呈现出来。元文本也可能影响文本生成。
如在边拍边播的周播剧里，前期每一集的观众反映都能影响到

后期剧情结构发展和角色生死存亡，对于这整部电视剧来说，

观众反映成为元文本，且影响到文本生成。作为文本出现后才

带上的伴随文本，链文本不能影响文本的生成。被赵毅衡教授

称为“实际上既是生产性伴随文本……也可以是解释性伴随文

本……”的先文本 /后文本，笔者认为，只有先文本具备上述属

性，后文本实际上只能作为“解释伴随文本”。因而，当先文本

作为“生成伴随文本”时，可以影响文本生成，后文本则无论如

何也影响不了文本生成。
其次，只有元文本、链文本和先文本 /后文本能影响文本解

释吗? 笔者认为也不尽然。伴随文本问题是符号学、阐释学和

传播学等领域的核心问题，旨在探讨影响文本阐释的因素，因

而可以肯定地说，每一种伴随文本都具备影响解释的能力和可

能。副文本: 一则新闻所出自的媒体的公信力能影响我们对其

的信任度大小; 型文本: 对不同体裁的文本我们会自动调整合

适的接受期待，因而我们会把小说当虚构，会把传纪当真实; 前

文本: 前文本中携带的“引用因素”能将文本附加上前文本所

有的意义，如在灰段子《走进新食代》④里，前文本“三聚氰胺”、
“地沟油”、“苏丹红”、“瘦肉精”、“染色馒头”等都来自当下的

热点新闻中，它自然也就携带上了前文本所有的批判色彩，尤

其是在跟《走进新时代》这样一个先文本放在一起形成反衬的

时候，这种幽默感和讽刺感才体现得尽致淋漓。

因此，就各类伴随文本的“生成性”与“解释性”而言，笔者

认为，上图可以提供一个相对更为清晰和直观的展示。图示不

仅显示了副文本、型文本、前文本、元文本和先文本可以对文本

生成产生影响( 元文本的虚线表示其对文本生成发生作用的时

候远远少于其他种类的伴随文本) ，也显示了所有类型的伴随

文本都能对文本接受产生作用。除此而外，受者还对型文本、
元文本、链文本和后文本起着反作用，具体可以体现为: 受者可

以在接受过程中为其赋予新的型文本; 受者可以在接受后创作

新的元文本; 受者可以主动选取链接一同接受的链文本; 受者

可以自主续写后文本。
( 三) “文本生成前”VS“文本出现后”
赵毅衡教授将副文本、型文本和前文本称为“文本出现前

就已经发生的伴随文本”，而把元文本、链文本和先文本 /后文

本认定为“文本发生后才带上的伴随文本”。对此，笔者同样认

为不尽然。
首先，副文本并非全都是文本出现前就已经发生的。比

如，对一则由人民日报记者张延平采写的刊登在《人民日报》
头版头条的新闻而言，作为副文本的“记者张延平”与“人民日

报刊载的新闻”是先于文本出现而发生的，但同样作为副文本

的“头版头条的位置”则是文本出现时才带上的。
其次，型文本并非全都是文本出现前就已经发生的。最显

明的例子是，作为型文本的“四大名著”，并非在《西游记》《水

浒》《红楼梦》以及《三国演义》等文本出现前就已经发生的，而

是在后来的文学研究过程中逐渐被命名的和被接受的。同样，

周星驰的系列电影，常常被称赞为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作，对于

此，周星驰本人却表示:“我完全不明白什么叫后现代主义!”⑤

再次，元文本并非全都是文本发生后才带上的。一些电影

电视剧在制作过程中，由于宣传需要，制片方可能会在电影还

是演员招募期就开始发布相关新闻、评论，如 2006 年《新红楼》
准备重拍时，就有《重拍红楼 海选“梦中人”》《旧版经典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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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拍红楼有多难》《为何怕重拍 新红楼背后的隐忧》《是谁动了

红楼 我们还能期待什么》⑥等诸多新闻。这些新闻属于文本发

生前就产生的，但它同样能引发受众的阐释期待。另外，如在

前面所说过的例子周播剧里，对于整部电视剧而言，作为元文

本的观众反映与民意互动便发生在文本产生过程中。
复次，先文本必须是文本产生前，后文本必须是文本产生

之后。无论是作者有意续写时，还是只是读者意识到，先文本

都必须是先于文本而存在的文本，后文本只能是后于文本而产

生的文本。
但必须得肯定的是，前文本一定是文本发生前所出现的伴

随文本，链文本必须是文本出现后才带有的伴随文本。因为，

作为文本的引证因素，只有先于文本而存在; 作为文本的链接

因素，只能在文本出现后。如果用一个图来表示各伴随文本与

文本出现前后的归属关系，应该如下:

一定程度上，这个问题也反映了各类伴随文本对文本生成

与接收的影响情况。作为文本出现后才带上的伴随文本，后文

本和链文本一定不可能影响到文本的生成。
四、相互关系: 核心与边缘

基于以上对概念的修正、深化和延展以及对类属划分的分

析，笔者认为，前文本和链文本是所有伴随文本类型中最核心

的两个，是其他各类伴随文本发生作用的主要方式。
( 一) 以向“前文本”转化的方式影响文本生成

广义的前文本，即文本生成时所受到的全部文化语境压

力。能影响到文本生成的几种伴随文本———先文本、副文本、
型文本、元文本 都 是 以 向 前 文 本 转 化 的 方 式 参 与 影 响 文 本

生成。
虽然赵毅衡教授明确辨析了先文本与前文本的差异: “前

文本是文本出于其中的文化网络; 而先 /后文本，关系非常明

确: 后文本的情节，从一个特定先文化出……先文本的分量，以

及起作用的方式，在明显程度上，远远超出一个文本生产时‘引

证’的前文本”①，但笔者却坚持认为，先文本本质上还是一种

前文本，只是它是比较特殊的、对文本作用更大的前文本。作

为一种特殊的前文本，先文本主要通过提供主要角色、相关主

题、叙述框架等方式影响文本创作。如当下的热播剧《宫锁珠

帘》，其先文本《宫锁心玉》即为其提供了关联性人物晴川和八

阿哥，进而才展开了整个文本的续写。
作为前文本的一个构成部分，与型文本相关的社会文化影

响着文本的生成，尤其是当作者在有意识地进行某种型文本创

作时。比如诗人作诗时要通过换行的方式以标明其诗歌属性，

小说家有意识地将虚构用于小说创作，新闻记者自觉地以客

观、真实、公正为规则要求自己。
关于副文本的知识体系同样是前文本的构成部分，它紧密

影响到文本生成。比如，要讲述一个副文本分别为文字、漫画、
照片、音频、视频的故事文本，需要掌握的相关知识体系是不同

的，用文字的方法表达，至少需要会中文或英文或其他文的书

写; 用漫画，还需要懂得绘画技巧……用视频，视频拍摄技术和

视频编辑技术是必不可少的，等等。
元文本转化为前文本的情况，在之前的元文本影响文本生

成部分足以看到，此处就不再赘述了。
( 二) 以向“链文本”转化的方式影响文本解释

如前所述，广义的链文本，即“可链文本”，是一堆可被链接

起来一同接受的文本的集合，它构成了文本接收时的全部文化

语境。几乎所有的伴随文本类型，都可以通过转化为链文本的

形式参与到文本的接收、理解和阐释过程。
首先，前文本可作为链文本: 在一篇学术论文中，以脚注或

尾注形式出现的前文本，同时也是文本的链文本。其次，先文

本 /后文本可转化为链文本: 对于电影《疯狂的赛车》，其先文本

《疯狂的石头》、后文本《疯狂的疯狂》都可被链接起来一同接

受; 同样，电视连续剧中的每一集，作为前一集的后文本、后一

集的先文本都可以被作为链文本加以接收。再次，元文本可以

成为链文本: 不管我们是先于还是后于一部电影去关注其影评

或演员八卦，元文本都成为链文本。复次，副文本作为链文本:

当副文本需要通过其他文本渠道来提供和显现的时候，副文本

也同时兼具链文本的功能。最后，型文本常常作为链文本: 虽

然“超文本是在符号文本被接受同时的延续行为，一道接受的

不一定是同类型文本”，但被“链接”起来一同接受的，常常也

是同一类型文本。
通过转化为链文本，各类伴随文本可以有效地参与文本的

接收与解释。
结语: 对“伴随文本”理论的修正与扩展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建议对“伴随文本”理论作以下修正

与扩展: 一是修正“元文本”概念，将其范畴扩大为“关于文本

的文本”，而不局限于“文本生成之后”、“被接收之前”，也不局

限于“评论因素”。二是延展“链文本”概念，将其延伸出“可链

文本”这层含义，表达“可被链接起来一同接受的其他文本的

集合”，用以弥补“文本接收时的全部文化语境”这一伴随文本

类型的缺失。三是根据对各类伴随文本的“显性”与“隐藏”属

性的分析，认为各类伴随文本都呈“可显可隐”的特征，因而建

议舍弃“显性伴随文本”这一命名与分类。四是根据对各类伴

随文本的“文本生成前就已出现的”与“文本出现后才带有的”
属性的分析，认为只有先文本和前文本是“文本生成前就已出

现的”，只有后文本和链文本是“文本出现后才带有的”，副文

本、型文本和元文本三类既可是“文本生成前就已出现的”，也

可是“文本出现后才带有的”。五是根据对各类伴随文本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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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创作与生成”与“文本接收与解释”影响的分析，认为所有伴

随文本都对“文本的接收与解释”产生作用，都呈现出“解释

性”特征; 相比而言，除“后文本”与“链文本”之外的其他五种

伴随文本都可对“文本的创作与生成”发生影响，呈现出“生成

性”特征。六是基于以上的所有分析与修正，建立起各类伴随

文本之间的主要关系图: 所有的生成性伴随文本通过向“前文

本”的转化的方式，实现对文本生成的作用; 所有的解释性伴随

文本都是通过向“链文本”的转化的方式，实现对文本解释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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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论 坛，http: / /www． semiotics． net． cn /bbs /viewFile． asp? Board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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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毒的生意人，带领我们走进那新食代”，新华网，传媒论坛，http: / / fo-
rum． home． news． cn / thread /88729602 /1． html 。

⑤北京青年报，《今日声音: “我完全不明白什么叫做后现代主

义”》，2004 年 12 月 15 日，http: / /msn． ynet． com /view． jsp? o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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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浑然天成的哲思美

艺术适宜山重水复的跌宕起伏，就散文而言，需要作者利

用巧妙的构思来化解虚与实、显与隐之间的矛盾冲突，而它整

个的生命取决于结构的和谐浑融。林清玄在总结自己的创作

经验时说:“我的散文一点也不复杂，它像是清晨第一道射进

书房的曦光，我感觉到它的明亮和动人，希望读我散文的人也

和我一样，能感觉到它的明亮和动人。”［16］因此，他写的是中国

传统化的散文，他没有用现代派技巧等手段取胜，只是冷静的

观察周围世界，巧妙利用颇似寓言的体裁，从中提炼出人生普

遍的哲理。
林清玄的这类散文常于细微处隐现哲思锋芒。文章往往

以故事入题，情节新颖，且故事讲完后，文章常有一两句点睛之

笔点明故事所蕴含的道理。与伊索寓言不同的是，他的寓言散

文中没有用隐喻、象征等曲折隐晦的形式来影射周围世界，他

选取人们似曾相识的人和事来显现布局的合理和结构的机巧，

给人以浑然天成的美感。《桃花心木》以“桃花心木”这种特殊

的树的生长过程设寓，生动形象地揭示出“人在不确定中会养

成独立自主的心”的人生哲理。文章短小精炼却不仓促，由故

事淡入而由哲理淡出，以匠心独运的构思彰显哲思内蕴，隽永

的文字充满张力和温情，启人心智的主题引人进入韵味醇厚的

艺术境界。
综上所述，林清玄凭借艺术家敏感的心灵，以直觉的诗性

体验抒写台湾深厚蕴藉的乡情，关注的是与社会现实相关联的

各个层面，并融入民族情感，透露出鲜明的民族文化的特点，文

笔流畅清新，表现出醇厚、浪漫的情感，在平易中有着感人的力

量。同时，他的文化乡土散文以精心整合的意象美、平实幽默

的文辞美、情绪表现的色调美和浑然天成的哲思美取胜，展现

出一位东方智者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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