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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学的“什么”与“如何”》由上下两篇组成，上篇题为《论“文学是什么？
”》，全面探讨文学的本质问题，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对文学本质问题的提问方式或思维
方式——本体论哲学的思维方式即本质主义——进行哲学解析；二，从六个角度概括、总结文学本质
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三，提出并分析文学本质研究的问题局限与理论局限。

下篇题为《“文学如何存在？
”》，探讨文学的存在方式问题，其目的在于将文学本质研究所展现的、文学理论的六个问题向度创
造性地整合起来，从而把握文学的存在整体。
其工作也展开为三个方面：一，现象学存在论解析，探讨把握文学存在整体的哲学依据、思路和方法
，提出与本质主义形成对照的整体主义思维方式；二，依据整体主义思维方式、按照现象学的方法建
构文学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结构，后者反映了文学的共时性存在整体；三，对文学的存在方式理论进行
简要的价值评估。

另附两篇论文，对正文有关问题做补充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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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7.这种思维方式的精神实质可以称为“本质主义”。
英国哲学家波普尔说：“我用方法论本质主义这个名称来表示柏拉图和许多他的后继者所主张的观点
。
这种观点认为，纯粹知识或‘科学’的任务是去发现和描述事物的真正本性，即隐藏在它们背后的那
个实在或本质。
”①本质主义的二元对立和一元决定的分析一演绎逻辑首先意味着其方法论上的一元决定论。
在此基础上，本质主义的方法论还包含以下三项推论性原则：（1）存在与本质同一原则，世界和事
物的存在在于其本质（而不是现象）；（2）本质优先原则，对于世界和事物的认识必自其本质始，
即首先问“是什么？
”；（3）绝对和终极原则，对于世界和事物的“是什么？
”的追问往往产生许多答案（这些已经产生的答案有：古希腊哲学中的各种“本原”、“始基”，柏
拉图的“理念”，基督教神学的“上帝”，笛卡尔的“我思”，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尼采的“权
力意志”，胡塞尔的“先验意识”，唯物论的“物质”，等等），因此：a、在逻辑上必须进行无穷
追问，以便排除谬误；b、在实践上将某一答案（本质）确立为世界和事物的终极和绝对的本质（这
是各种形而上学体系相继被建立的机制和秘密所在）。
本质主义也是终极主义和绝对主义，因而也是知识专制主义、知识霸权主义，即认为唯独某种知识为
真理（或终极真理），典型的例子如西方中世纪的神学专制主义。
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就是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二者是一个东西，意味着一种认识原则和知识构造原则
。
本质主义思维方式有其合理性，它的二分逻辑往往能够使我们对于世界和事物做出有效的分析，事实
上（如前所述），本质主义的分析思维推动了科学理性的发展，促进了现代科学的诞生；本质主义思
维方式亦有其非合理性：除了其知识专制主义、知识霸权主义倾向之外，按照它的二分取舍逻辑，它
注定不能把握世界和事物的实际存在整体，因为，世界和事物的实际存在整体被它二元分割，其中的
某一方面（非主要方面、非决定性方面）被它事先排除和舍弃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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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94年，我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成为一名文艺学硕士研究生，对国内8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思
潮颇感兴趣。
文学理论的方法论研究、文学的主体性理论、形式主义思潮（包括理论领域的形式主义和创作、批评
领域的“怎么写”的问题）、各种文学本体论学说，以及“传统”的文学反映论等等掀动着我的思绪
，我想，是否可以将这些“深刻的片面”整合起来，从而获得一个于文学来说深入而全面的阐释框架
呢？
我以文学本体论理论为依托、为突破口开始了我的探索，最后完成以《文学本体论的反思与重建》为
题的硕士学位论文，其中提出了文学存在的四维结构之说，初步地对文学的主体性方面、形式性方面
、价值性方面和历史性方面进行了整合。
虽然由于学养的不足，观点表达和学说建构非常粗陋，但是，我的兴趣与思路还是得到了导师方克强
先生的理解和鼓励。
2000年，我考人浙江大学，在王元骧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于是有了深入思考和系统建构自己学说
的平台和机会，这就是博士学位论文的准备和撰写。
其间的过程异常艰难，既有思考本身的疑惑与困苦，又有先生的质疑所带来的不安与焦虑。
2002年底，我写出了这部书稿上、下两篇的文字初稿。
博士论文的定稿几经推敲、精炼、修改，最后定名为《文学的存在方式研究》，内容主体是本部书稿
下篇的二、三章，于2004年6月通过了答辩。
于今，上、下两篇终得以合一并出版，欣慰自是无以言表。
然而，我并不十分轻松，因为我的探索与创造仍然简陋，并未达到预想的目标（“方其搦翰，气倍辞
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而且，我还需要完成一部以文学的存在方式理论为框架的、教材性质
的文学基本原理著作（题目拟为《文学理论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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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学的“什么”与“如何”》是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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