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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价值取向研究》怀伍世昭博士编著。
作者给我寄来了打印稿，嘱我为书稿作序。
这是伍世昭在博士后出站报告的基础上完成的一个很有分量的成果。
比起当初的出站报告来，该书在篇幅上几乎增加了一倍，内容上也有较大调整，感觉学术含量更高了
。
看着这三十余万字的沉甸甸的书稿，作为他的博士后指导教师，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我认识伍世昭时问不算太长，尽管他自己说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在硕士论文答辩会上见到了我。
那时他正在刘泰隆教授门下攻读硕士研究生。
刘泰隆教授治学相当严谨，为人也很厚道。
他培养的研究生也大都做人低调而又有较高的学术追求。
十几年后我曾有心推荐刘先生做博士生导师，但他身体不好，未能如愿。
如今刘先生已经辞世，想起来总有些遗憾。
我真正认识伍世昭，是在2002年年底的一次郭沫若国际学术研讨会上。
那时他博士毕业不久，会后他表达了跟我做博士后研究的愿望。
他博士其间师从蒋述卓、饶芄子教授，主攻郭沫若早期诗学。
其博士论文《比较诗学视野中的郭沫若早期心灵诗学》（后于2003年8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改名
为《郭沫若早期心灵诗学》）做得颇有新意，很见功力（他以论文形式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
》等刊物发表的几篇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一定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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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伍世昭，1962年生，湖南东安人，文学博士、博士后。
现为惠州学院中文系教授，广西师范人学硕士生导师。
主持和参与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惠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
划课题等多项。
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郭沫若早期心灵诗学》、《
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中国现代各流派小说赏评》等专著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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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许多文艺理论问题却不能从文艺理论自身去解释，这已是司空见惯的事。
即如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心灵表现价值取向的形成与发展，而只能从时代思想文化土壤中去求得
领解。
尽管不能排除文艺理论自身发展的要求，但在很大程度上，鲁迅、郭沫若、胡风、鲁枢元，包括朦胧
派诗人及理论家，都不是就文艺谈文艺，他们或者借文学以解决文化思想与人生问题，或者在时代文
化思想潮流的推动下讨论文艺理论问题，都反映出了更为阔大更为深厚的时代需求。
鲁迅、胡风都看到了文艺的改造国民性或疗救“精神奴役的创伤”的重要作用，但这种作用又是离不
开作为创作主体的人或作家的，所以鲁迅极力推崇西方浪漫主义拜伦、雪莱诸诗人，呼唤“精神界之
战士”；而胡风则不遗余力地强调创作主体的主观精神，认为只有发扬主观精神并达到主观精神与客
观对象的“拥合”，才能推动生活实践的发展。
朦胧派诗人重提“自我表现”、鲁枢元对创作心理的深入开掘，则是在时代思想思潮的影响下完成的
，前者出于对“文革”泯灭“自我”的反思，而为19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所推动；后者则为1980
年代初的“人本主义”思潮所引发，故而在文艺理论创作心理研究上敢开风气之先。
最典型的是郭沫若，其早期崇尚“自我表现”的“心灵诗学”之建构，既与“五四”个性解放潮流的
兴起鼓荡紧密相关，也与他本人的生活遭际、人生追求难以分离。
郑伯奇曾谈到创造社诸君倾向于西方“浪漫主义”和“主观的哲学家”时，提到了三个原因，其中“
国内国外所加给他们的重重压迫只坚强了他们反抗的心情”和回国前后的“悲哀怀念”、“悲愤激越
”的情绪冲撞这两个原因，足可以说明郭沫若倾向于心灵诗学的内在心理动因，这就是为什么他屡屡
喊出“重新创区别于西方和中国传统同类价值指向的独特形貌。
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心灵表现价值取向强调文艺创作的非理性因素和创作主体内在心灵的丰富性
；突出激情、个性的作用；从直觉经验层次的探讨到心理学的演进，等等，都可以视为对中国传统“
言志”、“缘情”传统的拓展。
而突出创作主体对于文学创作的前提作用而不忽视主体心灵与客观物质世界（现实人生或自然）的连
结；崇奉“自我表现”和“个性”而不割断“自我”与社会、“个性”和“普遍性”的沟通；主张心
灵的自由表现而重视创作主体的人格修养和文学作品的感召力量，则都可以看作对西方类似文艺思潮
（如对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心灵表现价值取向有过影响的浪漫主义、表现主义、非理性主义、人
本主义、文艺心理学等）的扬弃。
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心灵表现价值取向在其演进过程中，由于受到政治思想文化语境的制约，曾
有过很长时间的断裂，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理论的发展和深化。
比如其理论探讨本来有一个从直觉经验层次向心理学层次掘进的路向，但由于心理学长期被视为唯心
主义的东西，这一由朱光潜开创的研究路子被阻隔了四十余年之久，直到1980年代初才得以接续，以
至于许多理论问题的探讨还需要从头或重新开始。
建国以后的理论探讨之所以总体上未能超越20、30年代的水平，难以达到像郭沫若、胡风、朱光潜那
样的高度，这可能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学理性不足是心灵表现价值取向在理论建构上的另一个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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