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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意义的探求是人类自身的生存需要，从小到老，人一直都在探求着大干世界与人生的意义。
文学就是一种人类用来表达自己对人生意义理解的方式。
有了文学也就有了文学阅读。
西方学者伽达默尔认为，阅读是“把一种意义从另一个世界转换到自己的世界”。
即文学阅读是阅读者把文学的意义从作家精心构建的文学文本世界转换到阅读者自己的理解世界的一
种精神活动，而实现这种转换的关键就是理解。
“读”是知道，“解”是明白；“读”是“解”的基础，“解”是“读”的目的。
“文学解读”就是人类对文学文本所进行的由情感阅读到理性评判的一种精神活动。
随意性的“文学阅读”需要提升到学理性的“文学解读”层面，人的文学阅读活动才会发生本质性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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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道谆，男，1961年出生于海南省海口市，1980年入读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一直在海南
高校工作。
其间，1987年至1988年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学研究班学习。
现为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
著有《文化时代与文学生存》《文学解读导论》《从文化回到文学本身》等，在《文史哲》《名作欣
赏》《山东大学学报》《辽宁大学学报》《河北大学学报》《海南大学学报》等学术刊物公开发表学
术论文三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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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时期的文学，一开始就能够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思想影响，就是它的情感指向都是从重新认识
人开始的。
当我们回过头来去审视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无一不是强烈地表现出对人的生存
关怀这一点，像刘心武的《班主任》、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等。
作家们都不约而同地把文学故事的生活面，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几十年的历次政治斗争给人的生存带
来沉浮起伏动荡不安的背景下，在反思“政治”对“人性”的粗暴干涉中，表现出对真正意义上的人
类关怀。
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的直接推动下，从1979年开始，我国学术界对人、人民性、人道主义以及人
的异化等与人相关的有关问题，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学术大讨论。
在这场长达数年但实际上并未结束的关于“人”的讨论中，人们终于通过学术争论，把作为世界观和
历史观的“人道主义”与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区分开来，并对人性与人的阶级性
等问题在理论上进行了广泛和较为深入的探讨。
今天，我们回过头去观看这场争论，虽然在这场学术争论的后期，由于某些非学术因素的介入，导致
这场学术争论最终无法在学术界对“人”的探讨达成共识。
但它终于突破了我国在“人”的研究上的一些局限，打破了长期以来“人道主义”就是资产阶级思想
的这种将阶级观念强加给学术研究的思想束缚，并为今后关于“人”的研究冲破种种意识形态的枷锁
奠定了理论基础。
　　不过，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形成，对经济建设重要性的一再强调，在某种程度上，
对人以及人的生存与价值观念，又产生了一定的认识偏差和影响。
这种偏差具体表现在文学活动中，呈现出重视人的实用价值，强调人作为一种社会商品的文化符号意
义。
于是，人的生活意义就被一些人片面地理解为对物质的占有，这种思想不可避免地对文学产生一定程
度的负面影响。
由于人的存在并不简单地表现为对生活被动地接受，人在被动接受时缺少一定的理性认识和判断能力
，就会自动放弃思想的独立品格，使人沦落成为物质的工具或奴隶。
像中国当代作家朱元的《我爱美元》、《生活无罪》等作品，尽管作者极力宣称这是20世纪末“现代
人结束精神流浪的悲壮努力”，但其通篇表现出来的金钱至上、享受堕落的思想，即使再多包装上几
层时髦的“世纪末情绪”的华丽外衣，读者从中感受到的，也只能是早在19世纪末就被批判现实主义
评论家批臭了的陈腐不堪的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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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对意义的探究是人类自身生存的需要，万物之灵的人来到这个大干世界，从此便走进了一个具有
无穷意义的世界。
从小到大，一直到老，人总是在不断的学习和实践中探究着大干世界与人生的意义，同时也在不断通
过各种方式去表达自己对大千世界与人生意义的理解。
文学就是其中的一种用来表达自己对人生意义的理解方式。
有了文学，随之也就有了文学阅读。
现代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认为，阅读是“把一种意义从另一个世界转换到自己的世界”。
这就是说，文学阅读活动是文学解读者把文学的意义从作家精心构建的文学文本世界转换到解读者自
己的理解世界的一种精神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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