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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上海大学中文系学术演讲系列的第二辑。
自2005年被确立为上海市中文教育高地以来，上海大学中文系依托中文教育高地的建设与发展，邀请
了国内外上百位资深学者、知名作家，与上大师生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做了一百多场演讲，内容涵
盖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这极大地开拓了广大师生的学术视野，激发了问题意识，加强了上海大
学师生与国内外学者的交流和对话。
为使这些学术思想得到更广泛的传播，特编辑此演讲录以飨读者。
    由于篇幅所限，本演讲录只收录了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献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比较文学与
世界文学和语言学领域的30篇讲稿，内容涉及中外人文经典的现代诠释、中国当代文化现象以及文学
创作的总体把握与个案分析、在总体文学的视野下对于文学的变体与形式及叙事伦理批评的剖析、在
跨文化视野中对于中外文学关系和文学传播媒介的研究以及地域文化背景下的汉语研究等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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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讲　文学史的哲学思考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就我自己来说，我有这种感受，就
是当我在从事文学史上某个课题（不管是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或是一个时代、一个流派的文学）的
钻研时，若不打算就事论事地下个断语，而是一路追问它的根由，最后总会碰到文学史观的问题，也
就是你对文学史抱有什么样的观念，决定了你对具体问题怎么回答。
而文学史观又必然关联到历史观、文学观、美学观诸方面，归根结底会涉及哲学观。
任何带有理论色彩的研究，问到底都会碰到哲学观念的问题；好些问题问不到底，解决不透，往往就
因为哲学观上出现了障碍，缺乏明确的哲学理念所致。
所以我觉得，文学史研究与哲学是密切相关的，这是我要强调从哲学上来思考的一个很重要的缘由。
另外一点，从文学史学科本身的发展趋势来看，加强哲学思考也是其内在的要求。
我们知道，中国文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式形成的，从那时开始至今
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出版的文学史著作不下两干余种，论文及专题研究更是多如牛毛。
正因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正面反面都有），到20世纪90年代便开始出现普遍反思的动向，学界发出
了“建设文学史学”的呼声，要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文学史研究本身进行一番学理性总结。
随着其不断地向前进展，完全有可能使文学史哲学这个命题凸显出来。
所谓“文学史哲学”，我想应该是相当于“历史哲学”那样的东西，即对文学史本身的存在方式、价
值观念以及方法论等根本性问题的一种哲学考察，它构成了文学史观的基本内核，也是文学史学与哲
学密切相关的最好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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