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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套书选收我国当代人文社科领域著名学者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和专著中的重要章节，旨在总
结和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研究之精华、学术繁荣之盛况，使优良的学术传统、严整的学术规范得
以承传光大，使一代学人的优秀学术成果以新的面貌进入21世纪以至更远的时代。
　　为能更好地反映每位学者的学术思想、学术成就、学术风貌，我们特请作者自选文稿，撰写自序
、自传和主要著作目录，力求使读者能够比较方便地进入这些学者们的学术世界，领略其学术精义，
了解其研究方法，感受其思想和文字的魅力。
　　梁任公有言：“学术者，天下之公器。
”我们深信，当代学术将以其特有的底蕴、卓然的风采广为流布，嘉惠学林，裨益于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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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文艺创作中的感性与理性第一节 感性心理活动与理性心理活动第二节 文艺创作中的感性心理活
动一、感觉、知觉、表象与文艺创作二、自发的表象运动三、自觉的表象运动四、有意想象与形象思
维第三节 文艺创作中的理性心理活动一、理性心理活动的必然性二、两种心理活动的“场型”联系第
四节 语言与艺术一、艺术创作中的内部言语活动二、语言与形象三、关于语言艺术的创作文艺创作中
的情感和认识第一节 情感的性质与作用一、什么是情感二、情感在文艺创作与欣赏中的作用第二节 
情感与认识的关系一、感觉、知觉与情感二、表象活动与情感三、抽象思维与情感第三节 情感的表现
与交流一、交流的要求决定表现的特点二、文艺创作中的情感表现三、情感交流中的逆反与变异美育
的心理机制第一节 审美过程中的基本心理活动第二节 审美活动中心的几个心理问题对美与美感的分
析论汉人对屈原及其辞作的认识和研究关于楚辞的几个问题《离骚》创作年代考《离骚》题义说《离
骚》的整体结构和求女、问h、降神解《离骚》“周游三日”辨《天问》商周史事错简试说《天问》
夏朝史事错简试说《九歌》的性质和作用《九歌）的体制与读法屈原辞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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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了解决问题，达到目的，人们所进行的思维活动可能具有高度抽象的性质，例如在高等数学的
研究中，表象的活动主要限于数学符号，那种直接反映客观事物形貌的表象就不一定出现于脑际。
在哲学和一些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有关的表象也可能出现于研究者的脑际，但表象活动的
结果基本上并不表现在研究的最终成果之中，也就是说并不成为最终成果的有机组成。
但如设计一只手表、一台收音机或一辆汽车，那么除了抽象思维之外，还要在一定程度上借助自觉的
表象运动。
因为手表、收音机、汽车的形貌固然主要取决于内部的结构，但它们在外观上也具有不同程度的装饰
性和艺术性；要准确完美地解决这个问题，无论怎样精通机械学、动力学、电子学都无济于事，而必
须在美学原理的指导下，进行自觉的表象运动。
因此当一种新颖美观的手表、收音机或汽车问世的时候，人们就应该知道自觉表象运动是参与了创造
的；它在其中所起的那一部分作用，是任何其它意识活动所不能替代的。
　　至于说到文学艺术的创作，情况就更加不同了。
任何一件文艺创作，它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象的关系，根本不同于汽车的内部机械和它的装饰性外壳
之间的关系。
文艺创作的思想内容是熔铸在艺术形象之中的，它的创造。
从内容到形式都离不开表象性的认识及其自觉的运动，否则就没有形象性、形象感可言。
因此文艺创作中的自觉表象运动无论从量和质来说，都同其它的物质财富或精神财富的创造很不相同
。
从量上说，文艺创作的自觉表象运动贯申于全过程，无所不在，因此它在整个创作的心理活动中占有
巨大的比重。
但更重要的是从质上说，自觉表象运动本身就是反映客观事物、进行艺术构思、结出艺术成果的主要
手段。
在一般的认识过程中，人们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也往往从富于感性的感觉、知觉和表象开始；但最终还
是要通过抽象概括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并具体表现为概念、判断和推理。
当然这时表象及其活动也还可能随时浮现，但在认识中只起辅助作用，更不一定表现在认识的最终成
果之中。
文艺创作的情况与此大不相同，这可以分三点来说：　　首先，创作者在社会实践中获得了对客观事
物的认识，这认识就总是包含着对客观事物的形象的反映，也就是富于感性的表象；当认识向着事物
的本质逐步深入时，表象不仅没有被抛弃或退居可有可无的地位，而恰恰是在它的相应的变化中把事
物的本质表现得愈来愈清楚；说得具体一些，也就是表象的特征愈加鲜明而突出，具象的概括愈加深
广而准确。
其所以会这样，就因为在整个认识的发展中，自觉坚持了表象运动的缘故。
　　其次，当创作者根据他的整个认识来进行创作构思时，由于艺术法则所规定的形象化的要求，他
那已经形成的深刻而生动的表象就更加成了直接的思维材料。
在抽象思维的制约、配合下，在多种多样的自觉表象运动中，它们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工和改造，出现
了表象范围内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等深刻变化，从而能够更加深入地反映事
物的本质。
又其次，自觉表象运动的一切成果不但充分表现在艺术创作的最终成果（即完成艺术形象的创造）之
中，成为它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严格说来，真正的艺术形象还必须主要是自觉表象运动的直接结果
，它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起着独特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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