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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丛书自觉地遵循一种崭新的文学史叙述原则，以现代人对古代文学的心灵感受和审美体验，重
构了古代文学风云变幻的历史进程，具备如下特点：
　　坚持以文学作品作为文学史叙述主要对象，通过现象学的还原，以历史上诸多文学文本所组成的
整体序列，清晰地展现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存在方式。

　　坚持以历史演进为时间线索，以文体演变为空间场景，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中展开对文学作品的审
美阐释。

　　坚持以审美阐释为中心，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运用不同的方法，尽可能言简意赅地揭示
作品的内在含义。

　　为丰富讲述内容，拓展文学知识，本书还引入了大量历史图片、文献资料和文学逸事，努力在阐
述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历程的同时，为读者营造一个良好的文学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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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对于文学史家来说，文学史仅仅是一个认识论问题，而不是一个经典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问题
，“历史学家不仅是重演过去的思想，而且是在他自己的知识结构中重演它”①。
因此我们认为，文学史的叙述原则应该是历史事实的外在性和客观性与历史理解的内在性和主观性的
统一。
文学史叙述实际上是在揭示过去时空中发生和演变的文学现象与当下和将来的关联。
在文学史叙述中，原生态历史（文学史本源）的实在性，经由留存态历史（文学史料）的实在性作为
中介，最终过渡为阐释态历史（文学史著作）的实在性。
文学史家总是力图在“曾在”中透视文学现象的历时原生性，在“即在”中关注文学现象的共时衍生
性，并在二者的融合中达到对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整合，将深沉的历史感融化在对现在和将来的关注之
中。
而且，任何文学事实都不可能超越表达这些事实的话语形式，如古代文学的作家传记、评论资料，以
及诗歌、散文、小说、戏曲作品等。
同时，文学史家的历史认识和历史理解仅仅是一种思想形式，它还必须借助于话语和文本，才能得以
显现。
因此，文学史话语和文学史文本就成为文学史存在的实际方式。
这种由文学史话语和文学史文本构成的文学史叙述，具有两种基本特性：第一，文学修辞性。
文学史家总是凭借想象，借助于虚构的思维方式和语言的修辞效果，重新构建文学史事实之间的因果
联系。
例如古人常说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认为不同时代往往产生不同的代表性文体作为这一时代的象
征，这种观点便是一种虚构的文学史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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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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