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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看似寻常却并不寻常、研究视角别开生面的论著。
它不是文化的空谈和评判，而是文学自身的解剖和分析。
对于文学研究来说，它的价值不在于具体观点，而在于对文学本原的发见。
该书阐述了人们最易忽略的文学本原，文学形式产生和演变的动因，即文学的双重性--情感式的精神
性与物质形态的经济性。
它改变了传统的文学观念极不相同的颠覆性的文学观，生出一种崭新的与旧观念极不相同的颠覆的文
学观，文学作品是人身体欲求的商品。
这部论著在开辟从经济生活视角研究传统经文学的亲朋途径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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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建平，男，1958年生，河北省鹿泉市人。
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师从章培恒先生。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人文学院副院长，中国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研究中心主任，河北师范大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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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  《文学遗产》、《文艺研究》等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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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文学兴盛与传播的经济动因二、生命活动的双重需求所谓生活，指人的生命活动。
生命活动不外乎由满足生理需求的物质活动与满足精神需求的精神活动两部分构成。
前者生理的需求：对食、色、货的需求处于第一位置，后者精神的需求，对名、道、贵的需求处于第
二位置，是由第一位派生出来的。
今试对名、道、贵的需求略加分析，便可看出二者间的源流关系。
贵：读书做官，乃食、色、财、货等生理需求的扩张、升华。
因“书中自有干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故要读书做官。
所以追求贵的目的之一，就是最大限度地使生理需求得以满足和得以合法的保障，从而在这类需求的
满足中出人头地。
可见贵的需求，精神是其冠冕，经济是其实体。
名：好的名声是精神的需求，从精神层次看，有排除财货的倾向。
然而，追求名的目的不外两个，一是名垂青史，一是获得富贵。
名垂青史是儒家使人的有限生命得以延长下去的重要方法。
说劲芪还是人的生命意识的表现，是以精神的传递来弥补肉体短暂意缺憾。
其出发点还是生理欲求，是生理欲求的另一表达方式。
然达到永垂青史的毕竟凤毛麟角，大多数人是冲着功名富贵来的。
占人所谓名，不出二类：德名、才名。
而德才是获取官位所不可少的。
文人读书、修德、行文、习武的直接目的是获得“美名”；修身、修德、做“内圣”就是要“治国”
、“外王”，实现政治理想；出世、修道、做隐士，也是为了保洁、扬名，最终得到帝王的招聘，走
的是终南捷径。
故而有名则有官，有官则有利，最终名利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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