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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年的教师节过得热闹、惬意。
既有多年不见的学生前来聚会，又有一些活跃在学界、文坛的学生送来最新的研究成果。
新老校友述说往事，畅叙友情，也勾起我对几十年教学与研究历程的深思。
严格地说，我的文艺理论教学与研究生涯是从1961年人大毕业留校开始的。
但文学教学却起步于中师毕业以后，文学理论批评的研习则贯穿于大学期间。
每当忆起青年时代的求学和教学，就会感念那些引领自己走向学术之路的恩师们。
1954年7月，我和其他十多位同学从韩山师范提前毕业，保送到广东省中学教师训练班学习，黄之驹老
师就是我们中文科的教研组长兼主讲教师。
他上课几乎不看讲稿，讲古典诗词且吟且评，常把我们带进作品的意境中；讲文学理论专题，联系创
作实际和文学历史进行分析，不觉玄奥抽象。
一年后，我和另外一位同学留校当了中文科助教，黄老师不仅手把手地帮助我们备课、修改讲稿，而
且传授治学之道。
针对我们青年人心浮气躁的毛病，他引唐人诗云：“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告诫我们
要潜下心来，才能有所悟，从而写出有思想、有生气的文章。
他学识渊博，文史哲兼治，著述颇丰，却未曾正式出版，直至逝世前仍感其著述新意不多、不成熟。
他对学问的敬畏与严苛，使我终生受益。
1957年我考取人大新闻系。
但专业的兴趣，却是文学理论与批评。
四年时间，我在全国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文章1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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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所辑入的论著，系作者近30年文艺理论探寻的代表性成果。
    书中关于“文艺是一个多层次、多方面构成的整体系统”的理念，以及多维度探究文艺本质特征的
思路；关于“重构文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相融合”、“民族性与现代性相融合”的理念，以及对多元
化价值选择中的主导与多元关系的辨证思考；关于“转型期文艺思潮与审美文化精神呈现为多元共生
的总体格局”的理念，以及提出“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文艺与文化张力场中，形成多种文论范式和
阐释角度相互对话”的话语系统，等等，都充分体现作者坚持从当代文艺变革实践出发，力图突破传
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进行理论创新、拓展的宏放、深邃的眼光和严谨求实的
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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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传才，1936年11月出生，广东普宁人。
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现为中同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长期从事文艺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是该院文艺学学科及其博士学位授予点的带头人之一。
曾担任中文系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著作评审专家、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
评审专家、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荣誉理事等职务。
主要著作有《艺术本质特征新论》（人大版）、《文艺创作70讲》（广西教育版）、《文学理论新编
》（人大版）、《文艺学百年》（北京版）、《中国20世纪后20年文学思潮》（人大版）、《（当代
审美实践文学论》（暨大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江西版）、《文学理论新编（修订本）
》（人大版）等。
2004年获首届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中国文艺理论突出贡献奖”。
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有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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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主义的悖立与互补  一个亟待深入探讨的当代文论话题    ——关于当代文学的生存境况与发展前景的
思考  当代文化转型与文艺学的重构    ——关于当代文艺学建设的思考  当代文论创新、拓展的必由之
路    ——略论唯物辩证法方法论体系的指导意义  建构多维视野的文学批评    ——兼论马克思主义文艺
批评观点的理论生命力  论文学的精神价值诉求附  录  文学应当干预生活    ——评《重放的鲜花》  也
论文学创作的人道主义问题  浅谈创作中的意识和无意识  无尽的怀念    ——忆何洛教授  改革开放以来
的主要著作与学术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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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总之，世纪之交的文艺理论研究，已从20世纪80年代各种新观念与方法的探索、论争，转向马克思主
义导引下多元化观念与研究模式的可补、综合，以及多种学科理论、方法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
这样，就能避免在世界、历史观上丧失清醒的科学态度，避免文艺的人文精神与历史精神的悖立，避
免文艺的社会审美价值为多元无序的理论批评所淹没。
思维方式的转变，进一步体现了面向新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趋势。
近代以降，我国的文艺理论研究，深受西方“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影响，既提高了中国文论的科学
分析的明晰与逻辑性，又造成了形而上学的绝对化的流弊。
及至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其负面影响仍不断表现出来。
“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形而上学特征是，只知非此即彼，不知亦此亦彼；最常见的话语形式是没置
一系列的诸如传统／现代、东方／西方、主观／客观等二元性存在，在两极的对立之中寻找事物的规
定。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这种形而上学的负面影响也同其正面影响交错在一起，如在对待传统与现
代的关系上，把传统与现代理解为处于对立的两个实体性的存在，似乎传统中不包含属于现在和未来
的成分，因此，要走现代化的道路，就必须彻底抛弃传统，以致形成了近代以来关于传统与现代的激
烈争沦，人为造成了传统与现代的紧张，甚至导致传统文化资源的流失。
在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上，也是首先设定一个与“我”相埘立的“他者”，似乎我与“他者”是水火不
相容的，以致把近代以来中西文化(文论)的冲突、交融简单理解为“全盘西化”或对“全盘西化”的
抵制的线性关系，而看不到文化(文论)演进过程中多种因素对立统一的互动关系。
直至建国后美学、文艺学的论争，仍陷入“美在客观”或“美在主观”的二元对立的怪圈。
新时期的文学论争，也存在着形而上学思维定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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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文艺理论探寻录》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在我的心中。
文艺理论同哲学、美学一样。
犹如一座迷人而遥远的奇峰。
当你经过一段时间的艰难跋涉而接近她时，她又向着更高更远的天际延伸，使你感到仰之弥高，面临
新的难题。
正所谓“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李白的诗道出了探险之维艰，也坚定了人们继续攀登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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