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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珞珈语言文学学术丛书：学科观念与文学史建构》是新世纪语境下探讨现代文学学科观念与文
学史重构问题的一部力作。
举凡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和现代旧体诗词的入史，“民国文学史”、“汉语新
文学史”概念的功能意义，海外华文文学的基本问题及研究模式，当前文学批评中的批评家角色和批
评功能，纯文学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文学经典的意义变迁与中国形象问题等，皆为当前学术研究中
的热点，既具前沿性，又有理论价值。
作者在精细分析中展示了敏锐的眼光和严谨的态度，诸如华文文学不能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观点是
海内外首度提出，得到学术界充分肯定。
书中各篇文章先后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学术月刊》、《江汉论坛》等重要刊物及高校
学报上发表，或被《新华文摘》作为封面推荐文章全文转载，影响广泛，文采卓然，值得一读。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学科观念与文学史建构>>

作者简介

陈国恩（1956—），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闻一多研究会会长。
海峡两岸梁实秋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鲁迅研究会副秘书长。
出版著作《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等10余部，主编教材《中国现代文学》等4种，发表论文200
余篇，合作主编博士原创学术论丛19种、闻一多学术会议论文集4种、《文学传播与接受论丛》2种、
苏雪林学术会议论文集1种。
已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个和教育部项目1个。
省部级项目4个。
多次获浙江省、安徽省、湖北省政府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优秀图书奖和优秀教学成果奖，2006
年获宝钢优秀教师奖。
目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鲁迅与二十世纪中国研究”，主持国家精品课程《中国现当代文学
史》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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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如黄摩西与梁启超大唱反调，说过去把小说看得太轻——“言不齿于缙绅，名不列于四部
”，现在则把小说看得太重——“出一小说，必自尸国民进化之功；评一小说，必大倡谣俗改良之旨
”。
他认为小说虽有“即物穷理之助”，但其作用不及“哲学、专科书”，虽“固足收振耻立懦之效”，
可效果也比不上“法律、经训原文”。
小说只是“文学之倾于美的方面之一种”，“属于审美之情操，尚不暇求真际而择法语也”。
如果“一秉立诚明善之宗旨，则不过一无价值之讲义、不规则之格言而已。
恐阅者不免如听古乐，即作者亦未能歌舞其笔墨也”。
周作人也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中使用“纯文章”一词与“杂文章”对举
，以强调文学的独立性。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无论中西，纯文学的概念都是在与对立面的关系中获得其规定意义的：“纯”是
相对于“不纯”而言，正因为存在着“不纯”的文学，即文学承担了过多的不应由文学承担的使命、
责任和功能，造成了对文学审美内质的伤害，所以才要提倡“纯”的文学，使文学回到非功利的、纯
粹审美的本体上去。
但问题一旦回到了纯文学的本体上，即追问纯文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学，要求明确纯文学的内涵
和边界的时候，情况就变得复杂了。
在康德那里，他是通过多重的区分才建立起纯粹艺术的标准的。
他先把艺术与自然、科学和手艺区别开来，再把机械性的艺术与真正的审美的艺术区别开来。
可是即使是真正的审美的艺术，他也设置了一个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从而为审美的目的性留下了余地
，也为后来者强调美的泛功利性提供了依据。
尼采就在康德的基础上，侧重于强调艺术是权力意志的直接表达，其实是不赞同康德的非功利性的美
学思想。
尼采认为，康德的无功利这个概念模糊了艺术和美的边界，它将艺术引向一种无生命的世界，而真正
的艺术是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的结合体，不仅不应是无功利的、绝对狂欢的，相反，它应该由权力意
志提供协调感性和理性的基础，在引起生理和心理上陶醉感的同时，表现出强健的生命力来。
 问题的困难之处在于，文学是人学，是与人的存在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人的存在是一种综合性的存
在，既是感性的存在，又是理性的存在，既是诗意的栖居，也是政治、经济、伦理的实践。
文学要综合性地反映或表现人的存在，就必然要涉及人的存在的上述众多方面，不可能仅限于诗意栖
居的一维。
其实即使是诗意的栖居，它也要通过人的其他存在方式表现出来，如在面对现实的危难或困境时对理
想甚至天国的公平和正义的想象，在反抗绝望的斗争中对于个体精神力量的充分自信甚而准备好为崇
高的目标而献身，在无奈的时候转换人生态度，或以寄情山水回避矛盾，取得心理上的补偿，或恣意
放浪以宣泄负面的情感，减轻内心的压力，这些如果反映在文学中，都必然要涉及非诗意栖居的内容
。
审美之所以难以做到彻底的非功利，原因就在于它是与人的存在有关的，它是为人的，而人的存在意
义在相当多的时候要通过审美以外的方式表现出来，因而审美的判断难以彻底拒绝这些非审美的内容
，难以完全做到彻底的无目的性：如果真的做到了彻底的无目的性，它对人也就失去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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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学科观念与文学史建构》作者在精细分析中展示了敏锐的眼光和严谨的态度，诸如华文文学不能进
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观点是海内外首度提出，得到学术界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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