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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学理论导引》面对怀疑文学本质存在，质疑文学本质探讨，否定文学本质论的声音，首先回
答了“什么是文学”这一理论难题，并对文学本质作出了新的解答。
《文学理论导引》在保持教材基础性和稳定性特点的同时，努力跟踪中外文学的当代发展与中外文学
理论的学术前沿，密切关注中外文学新的动态、新的走势与中外文学理论的当代趋向，及时吸收了文
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同时又保证了理论研究与时俱进的创新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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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水河，男，生于1954年，四川省邻水县人，湘潭大学教授、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发表论文100多篇，出版个人著作10部，主编、合著、参著教材和著作20部，获省部级以上科研、教学
成果奖8项，曾先后获“全国优秀教师”、“宝钢优秀教师”、“湖南省普通高校教学名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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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文学本质文学本质问题，自有文学思想开始就是人们思考与追问的对象；文学是什么，
是过去所有文学理论专著和教材首先回答的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外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就是人们不断思考、追问和回答文学是什么的历史
。
尽管在20世纪反本质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下，出现过一些怀疑文学本质存在、质疑文学本质探讨、否
定文学本质论的人物和著作，这些人物和著作还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但平心而论，其影响面和影响力是十分有限的，直到今天，不少学者还是对文学本质的探讨兴趣十足
，文学本质论在被怀疑、被质疑、被否定的声音中走向了丰富与完善。
第一节　文学本质论述往在文学理论发展史上，最具魅力、最难回答的问题即文学是什么，即文学的
本质问题；研究者最多、成果最多的领域也集中在文学是什么，即文学的本质研究领域。
两千多年来，几乎每个文学理论家都思考过文学是什么，几乎每本文学理论著作和教科书都回答过文
学是什么，可以说，人们关于文学的见解不可胜数。
这些见解，按照观察视角类似、理论基础相同、见解表述接近的相似性原则归类，有三种类型的文学
本质观。
一、生活反映论文学本质观生活反映论文学本质观，主要指从文学与生活关系的角度去观察问题，以
反映论为其理论基础，认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文学本质观。
生活反映论文学本质观包括摹仿说、镜子说、再现说等主要观点。
换句话说，生活反映论文学本质观主要指西方从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到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再现论
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本质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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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其繁荣的主要标志可以从质和量两个方面去考察：从质的方面看，中国文学理论研究拓展了思维空间
，深化了对文学本性的认识，突破了许多重大的理论禁区；从量的方面看，中国文学理论研究著作、
论文数以万计，仅文学理论教材就有几百种之多。
那么，面对如此繁荣的局面，我们还有必要再出版一本文学理论教材吗？
我们的回答是很有必要。
这是因为：第一，文学理论研究与文学创作一样，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过程，每一个研究者都是这个过
程中的行路人，也都应该在其行程中留下.自己的足迹；第二，文学理论研究与文学创作一样，具有鲜
明的历史性和时代性，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文学理论，前人和他人的成果可
以成为我们的基础并为我们所借鉴，但却不能代替我们的思考，我们同样可以将自己思考的结果、研
究的成果发表出来；第三，文学理论建设是一项宏大的工程，每一个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人都是这项
工程的建设者，有责任和义务为这项工程添砖加瓦，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湖南、广东、浙江、江西四省十所高校的同仁共同编著了这部文学理论教材——
《文学理论导引》。
《文学理论导引》作为文学理论教材行列中的后来者，无疑从先行者那里汲取了营养，获得了启迪，
同时，也有和先行者不同的特点。
在体例结构上，面对少数学者怀疑文学本质存在、质疑文学本质探讨、否定文学本质论的声音，我们
仍然坚持了文学本质探讨优先的原则，首先向读者回答“什么是文学”的问题。
我们认为，作为一本基本原理性质的书，优先回答它的研究对象的性质是完全必要的。
文学理论教材的创新不在于回避本质这一理论难题，而在于对这一难题作出新的解答。
所以，我们仍从回顾文学本质探讨、阐明文学本质内涵人手，进而论述文学活动、文学语言、文学审
美、文学文本、文学体裁、文学形态、文学潮流以及文学创作、文学接受、文学传播等问题。
这样有利于刚从中学进入大学的青年学子培养理论思维，学会理论思考。
在内容构成上，本书在保持教材基础性、稳定性特点的同时，注意了研究性和前沿性，这既体现在跟
踪中外文学的当代发展，关注中外文学新的动态与新的走势上；又体现在跟踪中外文学研究的学术前
沿，关注中外文学理论的当代趋向上。
我们不仅在每章中吸纳了当代学术成果，如网络文学研究成果、生态学批评成果等，而且增加了“文
学文化论” 一编，重点突出了从传播学的视野、文化学的视野去研究文学。
这样，既开阔了学生的学术视野，又保证了理论研究与时俱进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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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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