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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方文学史通论(增订版)》运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观念与方法，将东方各国文学作为相对独立
的文学区域将以评述和研究，寻求东方各国文学的区域性和联系性，在比较中突显各自的民族特性，
从而对作家作品做了深刻新颖的解读，并建立了严整独特的东方文学史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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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向远，1962年生于山东，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著作家、翻译家。
著有《王向远著作集》全10卷（400万字、2007年版）及各种单行本著作21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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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六章东方市井文学 市井文学是指封建社会后半期的文学。
这一时期是东方封建社会由昌盛走向没落以至崩溃的时期。
随着封建社会城市的繁荣和商品生产的出现，封建阶级日益呈现衰败趋势，新兴的市民阶层成为社会
的有生力量。
于是，前期的民间文学逐渐为市井文学所取代，并出现了市井专业作家和封建文人所写的市井文学作
品。
 东方市井文学的基本主题是反封建。
和西方不同，东方市井文学的反封建的矛头主要不是指向宗教教权，而是指向封建等级、封建特权、
封建伦理道德。
由于东方各国的城市中几乎不存在西方那样的市民自治城市，城市只不过是封建官僚的居住地和军事
重镇，因此市民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而只是依附于封建肌体上的非独立的阶层。
这就决定了东方市民阶层没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目标，也不会产生反封建的思想体系，他们仅仅
是依靠优越的经济实力立身于社会，自觉不自觉地造成对传统封建权势、封建思想意识的触犯和抗逆
。
这一点在东方市井文学中有着广泛而生动的反映。
和民间文学比较，市井文学没有过多地受到封建道德和宗教意识的束缚。
作品中的人物或以经商活动来改变低下的社会地位，或追求放肆的情爱和生活享受以冲破传统的禁欲
主义，或追求自由自主的爱情以冲破封建的门第等级观念，或讽刺调侃达官贵人来表现他们对统治者
的蔑视和愤恨。
不过，市民文学的这种反封建带有很大的本能性和盲目性。
它没有提出全面打破封建桎梏的要求，只把追求物质利益、追求官能享受、追求个人幸福作为最终目
的。
这种反封建的不彻底性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东方各国的市民阶级没有像西方那样发展成为近代资
产阶级，反而被封建阶级所侵淫和同化。
 东方市井文学在内容上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其基本的创作方法是写实主义或游戏主义的。
它与市井巷陌的生活十分贴近，比较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寻常百姓的生活。
作品中的教训性比民间文学大为减少，娱乐性、游戏性成为文学的首要功能，刺激性成为审美快感的
主要来源。
对人物个性的刻画比民间文学有所加强，但人物大多属于“扁平人物”，性格仍流于类型化和简单化
。
有些出自封建文人之手的市井文学作品虽没有正面肯定市井生活方式，但又多了些封建主义的陈腐意
识。
他们表现了市民阶层与封建阶级的尖锐冲突，同时又把得救和幸福的希望寄托在清官或做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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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东方文学史通论(增订版)》将专著的学术品位与教材的教学适用性结合在一起，被多所大学列为比
较文学、外国文学专业方向的教材、教参或必读书。
《东方文学史通论(增订版)》于1994初版后多次重印和再版，2007年修订版收入《王向远著作集》第
一卷，现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增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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