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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学理论》从现代学科意义上讲，文学理论教科书的编写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
近百年来人们编写了不下250部文学理论教材，然而直到目前，对文学是什么、文学的功用是什么、文
学的边界在哪里、文学的前途在何方，依然存在着分歧和争议。
我们认为这并不奇怪，这恰恰符合文学的特性。
如果像某些自然学科那些，文学问题一旦有了一个确切无疑的结构，那文学可能就不再是真正意义上
的文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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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泰戈尔承认自己过去相信“美的创作就是文学的主要事业”，但他后来认为“在文学中，
人每时每刻扩大着自己爱的领域，也就是扩大着自己直接认识的领域。
在文学里有着人的畅通无阻、五光十色的巨大游戏世界”。
这“五光十色的巨大游戏世界”体现着“情味文学”的特点，却决不限制文学与整个世界的广泛联系
。
泰戈尔指出：“将美与周围世界隔绝，并置世界的其余一切东西于不顾，只是不停地追求美，这决不
是世上极大多数人之所为。
”文学活动是以审美性作为其基本特性的，却又与非审美的活动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正是这种审
美与非审美的联系、转化与结合，才造成了文学的既能保持自身的独特性，又能体现出自身的开放性
，为文学提供了广泛的基础。
 三、审美活动的丰富性 文学活动作为一种审美活动与人类中的非审美活动的广泛而深远的联系表现
在如下方面。
 首先，以人类的生产劳动构成的实践活动为文学活动提供了创造的基础。
人类通过劳动才能获得生活资料，使人能够活下去。
没有劳动，就没有人的存在与发展，当然也就没有了以人为中心的一切精神创造活动。
劳动建构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中间出现了双向交流共生：一方面是自然的人化，另一方面是人的自
然化，这不仅构成了审美的对象、内容，也形成了审美的价值标准。
劳动影响着人类的活动方式。
人类社会形态发生了变化，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从自然经济形态到商品经济形态，这影响了审美
的进程及审美观念的变化。
劳动对于人的整体影响是促使人产生了对于自由的向往与追求，确认人的本质力量，这是劳动的性质
，也是审美的性质。
离开了劳动，就没有审美，当然也就没有文学创作了。
 其次，人类的政治活动、道德活动、哲学活动、宗教活动等对文学也是具有重要影响的。
政治活动作为上层建筑中最有力的部门参与组织社会，这将通过改造社会的方式影响社会发展，社会
发展与审美发展总是有联系的，审美活动不能不因为政治的原因而发生变化。
道德活动维系社会的稳定，体现了社会的一般价值观念，它与审美不是处于对立中，就是处于共建中
。
哲学提供的是关于人类本体的思考，对人的本质的不同认识影响着整个社会中的精神观念的建构，这
当然也影响到了审美活动。
宗教关涉人类的信仰，关心人的终极问题，对物质与精神、今生与来世、幸福与苦难等提供解释，这
与审美观照中要求体验至高至深的生存状态是相通的。
 再次，人类为恢复生态平衡所进行的努力，也与文学密不可分。
大地原本呈现出生动的图景，天、地、人三者的统一，体现着人与自然的美妙关联。
但生态危机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重建人与自然相统一的伦理关系迫在眉睫。
从以人的利益实现为主要内涵的伦理学走出来，建构一种以人与自然应当平等为主要内涵的伦理学，
成为解决生态危机的一种出路。
史怀泽认为：“只涉及人对人的伦理学是不完整的，从而也不可能具有充分的伦理动能。
”他强烈要求：“我们不仅与人，而且与一切存在于我们范围之内的生物发生了联系。
关心它们的命运，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避免伤害它们，在危难中救助它们。
”这不仅标志着大地伦理学的建立，同时也标志着人类的一切活动必须以满足生态要求为前提。
鉴于文学始终歌唱着大自然，天性般地具有生态意识，文学活动必然地与生态运动息息相关，成为传
播生态意识的主要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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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文学理论(第2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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