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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研究和写作，对我们来说是一项新的工作，至少我们中国社会科
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的同志没有或者很少做过。
因此，对这项工作，我们既没有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可资借鉴，也没有成熟的意见或固定的想法
导引前行；而是只能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摸着石头过河。
”——这大概是人类自诞生以来几十万年、上百万年历史实践中一条最基本的解决新问题的路数和方
法，虽然它常常被人讥笑为“经验主义”，但我还是信奉它。
人类要前进，就必然会不断遇到新问题。
唯其“新”，所以没有先例和成规，也不可能有上帝或神仙相助，只能自己救自己。
这时，“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被逼出来的没有办法的办法，也是被无数次实践屡屡证明的一条实事求
是、切实可行而又行之有效的办法，　　　　几年来，我们“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课题组的全
体同仁就是“摸着石头”走过来的。
　　面对“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这样一个新的重大的研究课题，其一系列基本问题如对象、性
质、内容、范畴，它在总体学术坐标中的位置，它与其他学科的区别和联系⋯⋯以至于名称、术语、
具体写法等等，从课题组成立之日起，就进行了多次热烈的讨论和争论。
这是在短时间内很难具有统一答案、很难得到圆满解决的问题，甚至是长时间里或者永远也难以画上
有定论的封闭性的句号的问题。
它的特点和价值就在于它的开放性；我认为正因为其开放性，才更显出它的无限生机。
一般地说，在人文学科范围内，如果一个问题有了定论，那往往就成了死问题，失去了生命力，失去
了吸引人的学术魅力；只有那些众说纷纭、一时很难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请注意：必须是“真问题
”，而不是“假问题”），才越发显出其自身具有的重大学术研究价值。
　　现在，当我撰写“全书序论”的时候，我想把我自己和我们课题组同仁对这些尚无定论的问题的
一些看法摆出来，就教于专家和广大读者。
这仅仅是我们的一家之言。
我们盼望更多的学人和读者关注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对我们提出批评，同我们一起讨论。
学术问题需要七嘴八舌，而且必须七嘴八舌，我们期望着关于。
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问题七嘴八舌局面的出现。
　　一　关于“20世纪”　　第一个问题：“20世纪”的用法是否得当?　　我们的书名叫做“中国20
世纪文艺学学术史”，其中“20世纪。
是采取公元纪年的术语，它是目前世界上用得比较广泛的一种表示时间概念的方式。
它虽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表述，而是原产西方的舶采品；不过，在世界各民族日益走向“全球化”的
今天，用世界上比较通用的这种方式表示时间概念，便于同其他民族进行交流，也比较简便。
　　问题是：难道历史事件（包括文艺学的学术研究活动）是恰好按照“20世纪”或其他时段的标示
来运行的吗?　　社会历史，包括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学术史等等，是人们的活动史，是人们在
一定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中自己创造的历史。
这种历史的始末和整个过程，就是它自身的时间形式。
恩格斯说：“因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时间和空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
荒诞的事情。
”反过来说，存在以外的时间和存在以外的空间也是非常荒诞的事情。
时间是存在的时间，空间是存在的空间。
运动着的自然事物有它的时、空形式，运动着的社会事物同样有它的时、空形式。
这是一种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在长期实践中，人类为了认识的方便，创造出多种计量时、空的标记、符号，发明了多种测定时、空
的方式、方法。
于是（单就时间而言）就出现了公元纪年、干支纪年、佛历纪年、回历纪年等等。
这些把握时间的方式、标记和符号大大方便了人类的认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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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时候人们也会忘记它们的人为性和约定俗成性而产生某种错觉：好像那些本是表示事物时间
形式的标志或符号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好像那些与运动着的事物不可分割的时间形式，一旦
被某种符号或标记表示出来就可以离开运动着的事物独自运行，如同一列从远古开来的列车，人们或
人们所参与活动的社会历史事件，可以搭乘这列时间列车通过现在，驶向未来。
有的人甚至认为历史活动会在时间轨道上按预定的方向和步骤前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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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2部上卷）》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重点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
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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