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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学原理》

内容概要

《文学学原理》是一本面向以培养新型语文教师为对象的大学本科教学用书，同时，也是广大爱好文
学的文理科大学生、文学青年及各界相关人士学习文学理论的基本读物或参考资料。本书的编写原则
：1 学术观点的公认性；2 知识传授的准确和系统性；3 必要的理论深度；4 适当吸收新成果；5 新颖、
科学和易接受性。
    本书是一部文学学研究方面的著作,除绪论以外,正文五章,分别讨论了文学的特质、构成、系统、关
系以及文学演变。该书在充分吸收当代文学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理论框架、编撰体例、叙述话语
、具体阐发诸方面，都具自己鲜明的特色。重点突出，观点鲜明，叙述简洁晓畅，是青年读者系统了
解文学学理论殿堂的桥梁，也是具有当代性、最能反映文学学研究现状、颇适合学习文学学的一本教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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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在巫术说、精神分析学与文学之间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从三方面看，首先，精
神分析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兴起，本来就同中世纪以来的欧洲的宗教压抑相关，它产生了大量的精神
病人与精神疾病。19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才确认精神病也是一种疾病，是可以得到医疗
的。其中一派主张从病人的情绪方面、心理障碍方面确定治疗方法。弗洛伊德就是后一种理论主张的
坚决赞同者与实践者。其次，一些重要的精神分析学概念，实际上最初都是由神学家提出，或者与原
始文化有着密切关系。例如无意识这个概念，最初就是由一位名叫拉尔夫·柯德俄斯的英同神学家提
出来的，他认为生命中可能存在着某种我们不能清晰意识到的能暈。弗洛伊德认为在现代文明世界中
，只有诗人和艺术家还与原始思维保持着密切关系。而荣格的“原始意象”概念则与文化人类学家列
维·布留尔的“集体表象”十分接近。再次，关于文学创作与神秘主义的联系，实际上也一直未曾割
断。歌德就曾谈到过一种叫做“文学精灵”的东西。他说：“精灵在诗里到处都显现，特别是在无意
识状态中，这时一切知解力和理性都失去了作用，因此它超越一切概念而起作用。”他还认为这种文
学“精灵是知解力和理性都无法解释的”。①因而它也就只能通过原始思维与精神分析学来解释。    
这种既不同于理性反映又不同于感情表现的充满神秘主义气息的东西，正是浪漫主义文学走向象征主
义的思想基础。象征主义是在欧美现代派文学中出现最早、影响最大的文学派别。在艺术与现实的关
系上，象征主义强调艺术对现实的“折射”而不是“反映”，象征主义者接受了神秘主义哲学家安曼
努尔．史威登堡的“对应论”思想，认为自然界万物之间，在可见的事物与不可见的精神之间存在着
深层的对应关系，而这种关系是不可能由理性意识来发现的。他们把山水草木看作向人们发出信息的
“象征的森林”，主张用有声、色、味的物象来暗示、启喻微妙的内心世界。例如，兰波在题为《母
音》的小诗中，用字母A、E、I、O 、U分别象征黑、白、蓝、红、黄等颜色。这种象征完全不同于现
实主义、浪漫主义比喻意义上的象征手法。它不需要顾及事物在现实或幻想中某种必然联系，全凭诗
人宅观随意的、偶然的感觉联想来建立。从某种意义上讲，象征主义文学具有一种重返巫术思维的倾
向，一方面，它把作为表现论文学观的核心想象力神秘化，认为文学不是诗人主体自我表现的结果，
相反却是人类倾听、领悟自然奥秘的结果。另一方面，它还把再现论小的认识能力神秘化。象征主义
认为，人类理性精神与理性活动实际上不足以把握现实，尤其不能再现内心的“最高真实”，所以艺
术不应描写只具有表而真实的现实世界，而应该努力表现其背后所隐藏着的那种最高的真实。马拉美
曾批判自然主义者对于现实世界的机械模仿，他说尽管左拉把娜娜的皮肤描写得使我们好像都曾经亲
抚过它上面的痣，但是由于这些本来就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我们不必去创造它们，它们依然存在，所
以这种对于现实关系的逼真反映，实际上根本与艺术表现无关。后来好多作家、理论家，都重复过马
拉美这句话：客观事物本来就已存在，还用得着再去创造它们吗?这里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是，象征主义
所谓的创造绝不是再造客体，他们完全是对于某种具有神秘主义倾向的心理感受与精神状态的虚构和
捕捉。从这个意义上讲，象征主义正是古代巫术精神在现代社会中的艺术再现。    2．文学的象征本质
   在象征论看来，文学本质上是一种“苦闷的象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苦闷产生的原因，一
方面它不是现实性的悲剧痛苦，另一方面它也不是心灵的悲剧，因为对于象征主义者来说，这种苦闷
的根源不是可以意识到的现实缺陷或者理想冲突，它完全是一种无意识的或本能的，偶然的或不可把
握的，是一种完全超出主体能力限度之外因而根本上是一种反对主体、支配主体的命运。而所谓文学
的象征本质，就是对这样一种潜意识的恐惧、本能冲动与个体焦虑感的抒发工具，它把文学的主体与
对象引向一个深深的属于意识范围之外的幽暗王国。这里文学的本质既不再是摹仿自然与现实世界，
也不再是对内在情感的表现与发泄，而是对于个体生理本能以及各种心理创伤与集体无意识的折射与
表征。如果说再现论充分揭示了文学所具有的反映功能，表现论充分展示了文学所具有的情感特质，
那么也可以说文学的象征特质则深深揭示了文学所特有的无意识性与生理性。从再现论到象征论，也
就是从理性王国经过感性王国最终沉潜在人类非理性与无意识的深层世界中。由于这个深层的世界依
然属于人性结构的一部分，正确而深刻地揭示它的存在秘密，也就成为认识文学的现代性的重要基础
。    从象征论发生的历史背景看，要了解它的秘密必须首先认识无意识活动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
在漫长的文明历程中，人类主要依靠的是理性精神与审美创造来实现其生命活动，这就把意识活动的
重要性提高到人类精神的首席法官地位。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也被理解为是否具有理性尺度。但是理
性活动本身却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它渴望的天堂，例如科学被用来制造杀人武器，工业技术对自然环境
的恶性破坏等，这就使得对理性主义的怀疑、否定成为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更为重要的话题。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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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荒诞性与世界本身的不可理解性，促使人们深入到心灵深处去寻找问题的答案或者安慰，这不仅是
现代主义文学发生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各种现代非理性哲学诞生的秘密。而与现代主义文学潮流逻
辑联系最为密切的无疑就是现代精神分析学的美学与文艺理论。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它把意识
与潜意识的关系从根本上颠倒过来，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心理过程主要是潜意识的⋯⋯精神分析以
为心灵包含有感情、思想、欲望等等作用，而思想和欲望都可以是潜意识的。”∞另一方面，这种意
识理论也成为文学理论解释、指导、影响现代主义文学实践的新工具。对于文学生产来说，它使得在
传统文学中被忽视的非理性与无意识得到充分表现与描述，使人性的丰富性在文学中得到更充分的表
达；对于文学批评来说，它则提供了一种阐释现代主义文学的新工具，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传统的文学
理论无法回答的。例如英国文学家D·H·劳伦斯的《马贩子的女儿》，它生动地描述了一个枯萎绝
望的生命，当其健康的性的活力被激发后，终于奇迹般地恢复了生存的希望和热情。这可以说就是弗
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文学版。    象征论对于文学现代性特质的揭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首
先，与现代精神分析学认为精神活动主要是潜意识无意识过程相一致，象征论强调了非理性思维在文
学活动中的重要性，突出了个体非理性本能在审美创造活动和文学生产中的作用，从而走向了文学再
现论的反面。它的理论基础就是弗洛伊德的白日梦理论。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可以把梦的结构划分
为“显在内容”与“潜在内容”两部分，前者是指做梦人意识到的，它往往是一组形象、一组画面、
一串情节或者一段言语等，这组形象的体系往往和白日发生的具体事件联系着；而后者则是指做梦人
自己意识不到的一组愿望体系，它作为某种情绪、冲动、憧憬幽闭在做梦人的潜意识中。其中两者关
系可以表述为：“形象体系”是梦的表现和形式，“愿望体系”则是梦的动因和动力，由潜在的愿望
体系到显在的形象体系，便是梦的工作过程。人潜在的“愿望体系”在白天由于受有“自我”和“超
我”的严格控制而不能表达，到了夜间，由于睡眠的缘故，“自我”与“超我”对于“本我”的监察
与控制放松，这组欲望才有了表现的可能。但由于即使在睡眠中“自我”与“超我”的警戒仍没有全
部撤去；为了逃脱和蒙蔽这种监察和控制，潜在的“愿望体系”便加以改头换面、乔装粉饰、幻化变
形，然后放到梦的意识中去，于是就出现了种种梦的幻境。在弗洛伊德看来，这种梦幻产生的精神机
制同样适合于解释文学的心理发生过程。文学作品和文学的创造就是一种像做梦一样的精神活动，作
家诗人在现实世界中所受到的压抑与控制，只能通过文学活动给自身提供一种表达“愿望”的机会。
因此他把文学家看作是一些做白日梦的梦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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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一般认为1897年上海南洋公学办师范院为中国师范教育的开始。1902年中国现代学制第一个章程—
—《钦定学堂章程》确定与中学堂平行的师资培养机构为“师范学堂”，即相当于“中等师范学校”
，与高等学堂平行的师资培养机构为“师范馆”，即相当于“高等师范学校”。1904年1月13日正式颁
布的《奏定学堂章程》确定与中学堂平行的师范学校为“初级师范学堂”，与高等学堂平行的师范学
校为“优级师范学堂”。由中等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共同培养中小学教师的体系从那时建立起来
。长期以来，中国的小学教师主要由中等师范学校培养。现代师范教育经历了一个世纪后，专门培养
本科学历小学教师的小学教育专业终于被纳入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我们为这一历史性的重大跨越而兴
奋，这一重要成就同时成为中国师范教育世纪性转换的重要标志。    培养本科学历小学教师的小学教
育专业被正式纳入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既是中国师范教育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中国师范教育工作者
深入推进师范教育改革的成果。1997年4月，教育部师范教育司将“培养本、专科学历小学教师的专业
建设研究”项目委托给上海师范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牵头进行研究，由上海市教委张民生副主任为课
题组长，上海师范大学校长杨德广教授和本人为副组长。参与者有北京、浙江、辽宁、吉林、广东等
省市师范教育专家、教师及教育行政管理人员。课题组成员在三年时间里耗费了大量的精力研究历史
与现状，研究文献资料，借鉴海内外经验，讨论现代师范教育及其课程建设思想，并且经过实验和实
践探索，使中国自己的本科层次小学教师的培养工作逐步发展起来。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包括：    1．从
理论上论证小学教育本科专业进入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必然性、可能性和合理性。    小学教师的高学
历化，是世界师范教育发展的趋势，这在经济发迭国家已经成为现实。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经济、文化和教育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是中国毕竟是一个经济和教育发展不平衡的国
家，三级师范教育体系(包括中等师范学校、高等师范专科学校、高等师范本科院校)几乎存在了一个
世纪。而这种三级师范教育体系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小学和学前教师由中等师范学校来培养，初中教
师由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来培养，高中教师由高等师范本科院校来培养。如果要提升小学和学前教师的
学历，那么中国的师范教育体系就必然地要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在世纪之交，在中国师范教育发展的
世纪之交发生了。这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迅速发展，为中国师范教育体系的
变革奠定了基础。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努力，中国普及了初等教育，到2000年，中国普及九年
制义务教育的地区达到了85%以上。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中等师范学历小学教师的基本饱和状态，
以及进一步提高基础教育质量的要求，必然要求提高小学教师的学历层次。1984年江苏南通师范学校
试验以五年制师范教育方式培养专科学历的小学教师，此后这种方式在全国推广开来。此外，以函授
或自学考试等方式对小学教师进行继续教育，也大面积提高了小学教师的学历层次。社会经济、文化
和教育等方面发展的现实表明，在中国经济发达地区或大城市，已经有了培养本科学历小学教师的要
求，也具备了相应的培养本科学历小学教师的条件。中国经济发达地区不仅是全国经济发展的先导，
也是教育发展的先导。小学教育本科专业进入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不仅是必要的、可能的，也是合理
的。    2．研制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的课程方案。    课程是人才培养的中心环节，课程方案又是课程建设
的基础。参与课题研究的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从各自不同的研究视
角，对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的课程进行了研究，制定了各具特色的课程方案。其中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
师范大学研制的课程方案，强调课程的“综合性”和“专业性”，即以“文、理兼通”为底蕴，以“
小学教育”为特色。    3．试办本科小学教育专业，在实践中探索培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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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力求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文学发展的实践结合起来，把外国文学理论的有价
值的成果与中国传统的借鉴同文学文体特殊性的把握结合起来，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代文学理
论学科建设的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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