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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三本厚厚的学术著作是一个触动，封存已久的记忆逐渐开启了：如火如荼的20世纪80年代，杂乱而又
如饥似渴的阅读，火星四溅的激烈争辩与不眠的思索⋯⋯当然，重温众多昔日的理论故事，人们的兴
趣肯定有所转移。
哪些当年未曾意识到的问题开始进入视野，并且指示出另外一些思想方向？
鲁枢元先生邀请为他的三卷本学术文集作序，我的确略感意外。
我的心目中，鲁枢元先生亦师亦友。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将我们召集到了一起。
我们均是《上海文学》杂志社理论栏目的作者。
那个时候，频繁的文学会议如同一个又一个节日。
指点江山，臧否人物，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种岁月犹如我们共同的精神青春期。
鲁枢元先生长我几岁，通常是文学会议的重点人物。
他身躯魁梧而思虑缜密，观点前卫而表述谦和。
这不仅是他卓然成家的基本条件，而且，这种兄长般的形象始终葆有特殊的魅力。
90年代之后，文学急速撤离社会的精神高地。
当年的文学信徒顿时如同散兵游勇，相当一部分人马逐渐为大大小小的学院收编。
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我与鲁枢元先生天各一方，几乎不再晤面，但是，至少在思想的舞台上，我们仍
然知道彼此的方位。
我之所以愿意接受邀请，首要的原因是——来自20世纪80年代的交情。
那个时候，我们的交往主题即是文学。
围绕着文学，我们相互信赖，长幼平等，不拘礼节，不论贵贱。
即使目无尊长或者口出狂言，没有多少人斤斤计较。
至少在我与鲁枢元先生之间，80年代的默契仍在延续——晚生后辈给文学兄长写一篇序言算不上僭越
。
当然，接受鲁枢元先生邀请的另一个原因更为重要：对话的愿望。
我知道仍然有一些思想伙伴星罗棋布地分散在四周。
我们对于世界的观感如此相近，说不定哪一个时刻就会听得到同声相应。
同声相应意味的是激赏、商讨、辩论、引申，这是一个思想阵营的联络方式。
重读鲁枢元先生的理论文章，精神逐渐摆脱了休眠的状态，各种思考的片断开始闪动、汇聚，众多启
示纷至沓来，并且渴求交流。
某种发言的冲动愈来愈明晰。
鲁枢元先生将这些理论文字命名为“跨界研究”——看到这个总标题的时候，我终于明白自己想说些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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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研究，透过生态学的视野、运用生态学的基本理论对文学艺术现象进行系统的考
察，并就文学艺术与自然生态、文艺作品中人与自然的主题、文学艺术之精神生态价值开发、文艺批
评的生态学尺度、文学艺术的地域色彩与艺术物种的赓续、文学艺术史的生态演替等问题进行了别开
生面的探讨，为当代文学艺术研究开拓了一片新天地。
     文学与生态学的结合并形成新的边缘学——生态批评，是近年的文学理论亮点。
     本书全面审视并探研了国内外关于该学科的发展，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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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鲁枢元，河南开封市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
长期从事“文艺学跨学科”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在文艺心理学、文学言语学、生态批评诸领域有开拓
性研究。
代表作有：《创作心理研究》、《超越语言》、《精神守望》、《猞猁言说》、《生态批评的空间》
等。
为国家人事部命名的“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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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个诗歌遭遇冷落、遭遇鄙弃的时代，决不是一个健全的时代、正常的时代。
因而，当下的这个富足的时代又注定是一个贫乏的时代。
救治这个时代的精神贫乏，进而修补地球人类纪这一破碎的“精神圈”，当然不能指望什么“世界贸
易组织”或“国际金融机构”，那应该是文化的使命、文学的使命，诗的使命。
所谓“文学终结论”，只不过证实了文学，尤其是诗歌在地球“精神圈”里的陷落。
这种“精神的陷落”给“人类纪”时代的地球生态系统带来的灾难，并不亚于“水圈”的污染、“大
气圈”的臭氧空洞、“生物圈”的物种灭绝。
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真切地意识到这种严重性。
在人类纪，我们的文艺学研究也应冷静地反思自己，再也不应盲目地搭乘在所谓的“全球化”的列车
上一路狂奔了。
被当前学术界主流认可的“全球化”，其实是一种市场的、金融的、亦即资本意义上的全球化，而这
种全球化又是以现代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为依托的。
对于这种全球化，固然更多是热烈的赞同者，但也不乏激烈的反对者。
我的态度是怀疑，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便是：这样一个建立在经济高速发展基础上的“全球化”已经
全面地、无可挽回地破坏了地球的生态系统，同时，也破坏了地球人类的精神生态系统，包括人文知
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以及这里我将要谈到的文艺学家的治学心态。
通常认为的“全球化”，总是包含着信息传递的密集化、信息处理的高速化以及信息经营的产业化、
信息市场的国际化。
因此，做一个全球化时代的文艺学家自然就要以更大的容量、更快的速度、更富有实效的手段拥有并
处理最新的信息，这就意味着要读更多的书，开更多的会（包括国内的会和国际的会）、发表更多的
文章、出版更多的著作，因此也就要争取更多的经费。
事实上，这些年我们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我们新近建立的量化的教学、科研体制也正在极力鼓励大
家如此去做。
以我所在的大学文学院为例，要想竞争到较为优越的“岗位”，就必须每年在指定的、有限的几种“
核心期刊”（各类学报一律不算“核心”）上发表4篇学术论文，每年还要在指定的所谓“权威核心
期刊”（仅有《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发表1篇论文，同时还必须申请到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版一定数量的专著、教材。
研究生要想获得学位，也必须在就读期间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
于是，近年来“学术著作”、“学术论文”急剧膨胀，然而，我们的文艺学研究的学术水平究竟提高
了多少呢？
我们开了那么多的会、出版了那么多的书，花费了那么多的钱，似乎并没有更多的理论上的突破与建
树，也没有产生更多的在国内、国际拥有广泛影响的文艺学家，我们的投入与产出并不相当。
如果文艺学真是一个产业，这个产业恐怕早就要宣告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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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三本书，三十年。
这三本书似乎可以证明，在以往的三十年里，作为一个文学理论教师与研究者，我确曾在心理学、语
言学、生态学多个学科领域摸索过、探讨过，在多个学科问尝试过一些跨界与拼接，沟通与整合。
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条文学研究道路？
我也曾进行过反思。
首先是“新时期”以来日渐宽松的学术氛围给我提供了较为自由的思维空间；其次，由于我是在“文
革”中度过大学生活的，缺乏严格的学术训练与学科意识，这固然是一重大缺失，但也因此少去许多
学科戒律的束缚；再就是我自幼读书芜杂，在我中学时代收罗的第一批“藏书”中就有《俄罗斯女人
》、《昭明文选》、《地心游记》、《达尔文主义》、《齐白石画法与欣赏》这类风马牛不相及的东
西。
此外，还由于出身贫困干活从来不惜气力，放到读书写字上也大抵如此。
三本书的总标题为“文学的跨界研究”，这个“跨”字，对我来说实际上是“爬”，不是“跨越”，
是“攀爬”。
不同的两个学科就像两座山，别人或许轻轻一跃就可以“跨”过去；而我却往往先要一步步从这边的
山头“爬”下谷底，再一步步“爬”上对面的另座山头。
如果说这三卷书还一点价值，那就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再到新世纪，我在中国文学理论界的三
十年“攀爬”，或许留下一点可资后来者参阅的时代印痕。
何谓“学科”？
中国古代有“学问”、“学说”、“学派”的说法，却罕见提到“学科”，勉强说来，孔子的教学实
践中有被称作六艺的“礼、乐、驭、射、术、数”的六种科目，人才分类上有德行、言语、政事、文
学四个方面。
隋唐以来渐渐兴起的科举制度采取“分科取士”的办法，那科目也不过“明经”、“明法”、“明字
”、“明算”等粗略的分类。
只是到了现代社会，学科才迅速繁衍增殖起来。
我们国家的科学教育并不算发达，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中，就已经设置
了5大学术门类、58个一级学科、573个二级学科、近6000个三级学科，仅只这个数字，听了就足以让
人感到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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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学的跨界研究:文学与生态学》是由学林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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