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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每次国内出版社来函表示要再版我的学术旧著，我都有些犹豫。
二十多年过去了，新一代人带着新的活力站立起来了，岁月没有抹掉记忆，至今还有人读我的书，当
然高兴。
但是，翻阅一下过去的著作，总有补充、提升，甚至重构的渴望，总觉得旧作给我留下太多再深化再
创造的可能。
就以80年代曾经激发过大家思考的，被夏中义教授称作“刘氏三论”的“性格组合论”、“文学主体
论”、“国魂论”来说，每论我都有许多新话要说。
中义兄在其论著《新潮学案》（上海三联，1996）的第一章 （题为“刘再复：人文美学的主体焦灼”
）中说我是“新潮中迅猛泡大的时代之子”。
但时代并没有提供给我“清寂的书桌”，而我自己也没有在学识上做好足够的准备就背负社会变革的
热情充当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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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刘氏三论”最有力之代表作，文艺学领域最经典之文本20世纪80年代刘再复先生的“三论”，曾
激发了无数人的思辩，那就是被夏中义教授称之为“刘氏三论”的“性格组合论”、“文学主体论”
、“国魂论”。
本书即是此三论最有力的代表作品，同时也是刘再复先生的重要学术论著，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主体论
文艺学的最重要的文本。
书中，作者对主体论文艺学的提倡与对“文化大革命”期间趋于僵化的文艺学体系的批判是合二为一
的，他认为1961－1976年间中国文艺学的最大悲剧便是主体性的失落，表现为：崇尚物本主义和神本
主义，信奉机械决定论，把人看作“被社会结构支配的没有力量的消极被动的附属物”。
全书聚焦于学术探讨，论述精辟，见解独到，于今日读来仍获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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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再复，一九四一年生于福建南安，一九六三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后旅居美国，先后在芝加哥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科罗拉多大学任教，现任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
中心荣誉教授。
著作有《性格组合论》、《文学的反思》、《论中国文学》、《鲁迅传》、《鲁迅美学思想论稿》、
《传统与中国人》《罪与文学》。

　　作品有：
　　·读沧海
　　·阅读美国
　　·鲁迅传
　　·共鉴“五四”
　　·共悟人间
　　·文学的反思
　　·思想者十八题
　　·文学十八题
　　·人论二十五种
　　·传统与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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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再版序言：主体不再焦灼原版前言：文学的反思和自我的超越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近年来我
国文学研究的若干发展动态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论文学的主体性用系统方法分析文学形象的尝
试——读林兴宅《论阿Q性格系统》古老题材的新发现——读吕俊华《论阿Q精神胜利法的哲学内涵
和心理内涵》杂谈精神界的生态平衡思维方式与开放性眼光文艺批评的危机与生机培育建设性的文化
性格研究个性的追求和思维成果的吸收中国文学的宏观描述——《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的
《中国文学》条目初稿关于新诗艺术形式问题的质疑关于“文学任务”的思考悲剧的艺术和艺术的悲
剧论人物性格的模糊性与明确性个性之谜与性格的双向逆反运动两级心理对位效应和文学的人性深度
鲁迅成功的时代原因与个人原因论鲁迅杂感文学中的“社会相”类型形象鲁迅悲剧观探索鲁迅论人的
价值依据鲁迅的人格力量与艺术气魄鲁迅研究的本质和精华解剖法的生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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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杰·弗赖伊提出“表现的形式基础”学说，认为艺术的创作和欣赏主要着眼于形式。
他宣告，审美的情感乃是一种关于形式的情感。
前人所遗留下来的艺术珍品，全是以形式结构为主的作品。
克莱尔·贝尔的观点与弗赖伊大同小异。
他认为艺术的本质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即以线条和色彩组合成的一种独特的方式引起我们的美
感。
贝尔说；除此以外，其他要素，如写实和叙事要素，均与绘画无关。
贝尔这种观念引起人们对艺术形式美独立价值的重视，但也往往导致形式主义。
因此，如何看待“有意味的形式”，就成为美学上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特别是我们这个时代，如何
正确对待现代派的抽象艺术，就不能不涉及形式美的观念。
一些现代派艺术，如毕加索的画，看起来抽象，但它所包含的意义却比一些写实的具体形象更广阔、
更有力，它把具象再现变成抽象表现，表达的内容并不是弱化和简单化，反而是强化和复杂化，这种
现象怎样解释呢？
关于这个问题，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和其他一一些美学论文中，用他创造的“历史积淀”说作了
解释。
他认为，艺术由再现（模拟）到表现（抽象化），由写实到符号化，正是一个由内容到形式的积淀过
程，也正是美作为“有意味的形式”的原始形成过程。
因此，那些似乎是纯形式的几何线条，实际是从写实的形象演化而来的。
其内容（意义）已积淀（溶化）在其中，于是，才不同于一般的形式、线条，而成为“有意味的形式
”。
也正由于对它的感受有特定的观念，想象的积淀（溶化），才不同于一般的感情、感性、感受，而成
为特定的“审美感情”。
但是，随着时代的迁移，历史条件的变化，这种原来的“有意味的形式”就会因其重复和大量仿制而
日益成为失去这种意味的形式，日益成为规范化了的一般形式美，原来颇有深刻含义的“有意味的形
式”日益变成装饰品，人们已经不管它有什么含义，什么“本质”内容，好像就是为了好看，为了装
饰。
人们对它的感受已变成一般的形式感了。
但是，当艺术变成一种纯审美或纯粹的形式美的时候，艺术本身就会走向衰亡。
这时艺术就要摆脱这种状况而要求注入新的、具体的、明确的内容，又走向再现或表现。
因此，整个艺术史就形成这样一种“二律背反”运动，一方面艺术引向纯粹形式美、纯粹审美，艺术
日益等同于审美，而审美又日益变成装饰。
另一方面，艺术又突破纯粹形式，否定纯粹审美，反对装饰，要求具有非审美的、社会的（宗教、伦
理、政治等等）具体内容，这种矛盾运动有着各种复杂的呈现形态，从而出现形形色色的文艺作品、
流派和思潮，此起彼伏，但比较起来，最伟大的艺术多半还是以内容取胜。
形式美作为一般美学理论的探讨正在推动各种文学艺术门类独特形式的探讨，例如戏剧形式、音乐形
式、电影形式、诗歌形式等，可以肯定，形式美的探讨还将进一步深入。
第二，文艺研究的心理学方法引起重视。
文艺心理学是用心理学的观点、方法研究文艺创作和文艺欣赏的一种学科。
它使心理学渗透到文艺创作和欣赏的研究中，并使这种研究不断地向人的内心世界深入。
文艺心理学与文艺社会学的角度不同，文艺社会学是从外部研究文艺的创作和欣赏，它的主要角度是
文艺与社会的关系。
但文艺社会学也有它的局限，它往往不能探幽发微，揭示其文学的底蕴。
至于庸俗社会学，那就是另一回事，它根本谈不上研究。
用心理学观点研究文艺，其重心是研究文艺创作和欣赏过程中的感情活动，心理活动的特点、规律、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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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文艺心理学的研究是比较薄弱的。
解放前唯一的一本文艺心理学著作就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另一本《悲剧心理学》是朱先
生用英文写作的，直到1983年才由张隆溪翻译成中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朱光潜先生的著作是我国文艺心理学的奠基石。
它使我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文艺界的知识分子，初步了解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文学艺术是一个
广阔的天地，这是一件应当纪念的学术贡献。
但是，今天看来，有一点可惋惜的，是朱光潜先生未能把自己的《文艺心理学》与他的另一本《变态
心理学》联系在一起。
他的这两部宝贵的心理学专著好像井水不犯河水似的，自成一个世界，不相往来。
这就是说，他还不能把变态心理学引入文艺心理学，进一步考察文学创作与文学欣赏中的一个根本问
题——变态心理问题。
因此，今天读起来，总是渴望着去请教朱光潜先生，以倾听他的见解。
朱光潜先生在《变态心理学》的《自序》中说：“变态心理学一科至今还没有一部专书讨论，这是一
件很奇怪的事，因为就目前学术状况看来，许多科学和技艺离开变态心理学都不免是一大缺陷。
”我们同样可以说，文艺心理学离开变态心理学也是一个缺陷。
解放后，我国的文学研究基本上完全排除文艺心理学的研究，近年才开始出现生机，但距朱先生的《
文艺心理学》已近半个世纪（《文艺心理学》于1936年问世）。
这个生机的标志是我国一些重要刊物和出版社开始发表研究文艺心理学的论文和著作，如《读书》、
《中国社会科学》、《上海文学》、《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等，还有以专著形式出现的研
究成果，如吕俊华的《论阿Q精神胜利法的哲理内涵与心理内涵》、金开诚的《文艺心理学论稿》、
鲁枢元的关于心理学的系列论文。
有些刊物和出版社还翻译介绍了文艺心理学的一些文章和著作，较多的是弗洛伊德学派的文章，其他
著作很少，我看到一本苏联瓦廖科夫所作《文艺创作心理学》，大约因为写成较早，基本上还是文艺
社会学，实际上是反映论，不是心理学，这本书把文学看成仅是一种认识，还没有真正进人文艺心理
学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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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的这本集子，一部分是学术性论文，一部分是评述性文章，多数写于80年代。
这些文章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是近一两年来，我为提倡文学观念和文学思维方法的变革而写的文
章。
其中《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和《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等文发表后，收到不少热情洋溢
的来信，才知道这些文章中的观念曾激动了一些要求变革的年青朋友的心。
《用系统方法分析文学形象的尝试》是我为推荐林兴宅同志的《论阿Q性格系统》而作的。
1983年1月《鲁迅研究》编辑部发表了林兴宅同志这篇论文，我觉得用新方法来研究阿Q形象，对鲁迅
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都是一种突破。
可惜《鲁迅研究》仅发行二千多册，知者寥寥，所以我才在《读书》上加以推荐。
文章发表后向我要这期《读书》和《鲁迅研究》的就有三十多人。
我分明感受到学术青年的饥渴，就这样，提倡科学方法论的热情也被激发起来了。
于是，我又接连写了几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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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学的反思》：文艺学领域的经典，曾激发无数人的思辨，“刘氏三论”中最有力之代表作，中国
现代文学主体论文艺学最重要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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