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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艺学通论》为普通高等教育&ldquo;十一五&rdquo;国家级规划教材。
《文艺学通论》以文艺学研究对象的系统存在和本体存在为依据，采取多学科交叉透视的综合研究方
法，全面探讨了有关文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并注重将文学理论的探讨与文学常识的介绍结合起来。
《文艺学通论》共分四编，第一编&ldquo;文学总论&rdquo;论述了文艺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文学的
外在属性和人学根基、文学的本体特性和功能以及文学的起源和发展。
第二编&ldquo;文学作品&rdquo;论述了作品的存在方式、构成、语言以及作品的种类和体裁。
第三编&ldquo;文学创作&rdquo;论述了创作活动的成因、能力、过程、经验和历史类型。
第四编&ldquo;文学交流&rdquo;论述了文学交流的内涵和价值、对文学阅读的一般理解、文学阅读的
主体性以及文学批评活动的性质与定位、程序、步骤及功能。
《文艺学通论》可用作高等学校中文专业&ldquo;文学概论&rdquo;课的教科书和其他相关专业课程的
参考书，也可供一切想了解文学理论知识的文学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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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作者创造和读者创造按照一般的观点，文学作品是由作者创造出来的，创作过程也就是单纯的作
者创造的过程。
但现代接受美学家却发挥了另一种观点，他们认为，作者只创造出了作品文本，而作品本身要有待于
读者的欣赏和接受才能最终完成。
所以，在他们看来，文学作品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创造的成果。
这样一来，文学创作的过程就由作者的创造扩展到了读者的创造。
接受美学的这一观点对我们全面理解创作过程的整体特征是极富启发意义的。
1.欣赏过程对创作过程的影响在整个文学活动中，作者从事的是创作活动，读者从事的是欣赏活动，
创作活动和欣赏活动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活动，这个区别还是要分清，不能混为一谈。
如果因为读者的欣赏是一种对作品的再创造就把它纳入创作过程中，这显然是对创作和欣赏的一种混
淆了。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创作过程虽不能混同于欣赏过程，但欣赏过程毕竟是创作过程的直接而延续，
创作过程与欣赏过程之间必然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创作过程以欣赏过程为目的，创作过程的每一个步骤和环节，艺术形象的构思和外化，最终都是为了
导向欣赏过程。
可以说，创作过程结束的地方就是欣赏过程开始的地方。
而且，欣赏过程虽然后于创作过程，但它又能反过来给创作过程以深刻的影响，这是因为：创作过程
既然以欣赏为目的，那么作者就成为他的作品的第一个模拟读者，在他的每一次创作中，他要考虑读
者的趣味和要求，要预测作品将来的接受效果，并且根据这种考虑和预测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创作。
从这个意义上看，创作过程虽然不是欣赏过程，但它却“隐含”着欣赏过程，受到来自欣赏过程的潜
在的制约和影响。
2.创作过程不等于文学创造的全部过程作品文本的产生只是作者创作过程的完成，还不是整个文学创
造过程的结束。
因为作者创作的作品文本还不是活的艺术形象，而是活的艺术形象的物质符号。
要将这种物质符号现实地转化为活的艺术形象则只能是读者的任务。
读者能否把文本的物质符号转化为活的艺术形象以及能否对艺术形象有独特的感受、把握和理解，完
全取决于读者的文学创造能力，即取决于他们综合的艺术感受力、艺术想象力和艺术理解力。
这样，读者的欣赏过程就成为整个文学创造活动的不可缺少的部分。
因此我们说，作者和读者都在进行着文学创造，创作过程的完成并不意味着文学创造过程的结束，而
是文学创造活动进入读者创造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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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文艺学通论》（以下简称《通论》）脱胎于《文艺学新论》（以下简称《新论》），是对《新
论》的全面改编和修订。
从《新论》（1994年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到《通论》，至今已过去了15个年头。
回想15年前，我们的老师、著名文艺理论家狄其骢先生领导我们编写《新论》的情形，依然历历在目
。
当时狄先生集他多年来对文艺学教材改革的独特思考和见解，为《新论》设计了总体构架和编著原则
，并拟定了全书的章节提纲作为我们具体撰写的基本思路。
在狄先生的亲自督导下，遵照狄先生的总体构想和具体分工，我和凌晨光勉力而为，我撰写了“总论
”和“文学创作”两编，晨光老师撰写了“文学作品”和“文学交流”两编以及“文学创作”一编最
后的章节，到1993年夏季拿出了总共55万字的初稿，得到了狄先生的基本肯定和满意，总算没有辜负
狄先生对我们的一片厚爱、鼓励和期望。
随后狄先生又对初稿做了精心的审定并指导我们做了修改，他写出了一万多字的长篇“前言”阐明了
全书编撰的总纲领，并在“后记”里说明了《新论》的成书原委和具体过程（见《通论》的附录）。
《新论》出版后，因为比较有特点，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和同行专家的肯定的评价，产生了较大的影
响，在实际教学中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于1995年获得了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
记得当时狄先生多次对晨光和我说，教材的改革是一个不断的深化过程，现在的努力和结果还十分有
限，仅仅是个开始，时代也在迅速变化，我们的《新论》以后还要作相应的修改。
狄先生的这个意思给我们印象很深，一直记在我们的心里。
万没想到的是，狄先生为教育和学术事业呕心沥血，终致积劳成疾，于1996年秋突患绝症，经多方治
疗无效，仅半年后竞遽归道山，永远离我们而去。
狄先生学术生命正值喷涌勃发时期，成果频出，在学术界已享有盛誉，还有许多深思熟虑的学术构想
和意义重大的研究成果没来得及实现和完成。
他的英年早逝是对中国当代文艺学建设事业的一个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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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艺学通论》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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