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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无论是现实关怀，还是问题意识，无非都是为了使我们的研究瞄准这个时代，使我们的研究在各自的
领域和专业所允许的限度内，尽可能起到一种推动这个时代正常发展和进步的作用。
当今这个时代的特征就在于现代进程（包括后现代进程）和全球化浪潮的双重变奏和交汇展开，致使
原有的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人类整体与民族国家的矛盾空前表面化和激化的同时，也出现了一
种令人欣慰的双边对话和融合的趋向。
正是这种总体的世界情景，一方面导致全球问题和全人类问题越发突出和紧迫，另一方面也催促人文
学者不得不逸出原定的学术疆界以面对这些生死攸关的紧迫问题，最起码也要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在
这个总的世界情境中的定位和定向，寻求一种学理上的证明。
纵观近百年的中外文学研究的历史，可以明显看到，每一次新思潮的涌起和新学派的形成，除了文化
思想的根源外，都有其更深刻的社会现实根源，可以说，都是对现实的人类生活境况所发生的重要变
化的学术回应。
因此，在我看来，直面现实，从现实中发现问题，从研究现实问题中上升到新的理论思想，这很可能
就是近百年来文学研究的最显著的特征。
当然，这样说只是为了强调现代学术研究须要更加紧密地贴近现实，并不意味着学术研究只能跟在现
实后面亦步亦趋，也不意味着否认纯学术研究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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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基本理论问题　　意图与冲动——文学创作心理动力的结构分析　　文学创作活动固然
离不开客观情境的激发，但只有当这种激发被创作主体所接受，并转化为主体内部的自愿要求或心理
动力时，创作活动才能实际地萌发和进行。
因此，不了解文学创作的心理动力就不可能真正搞清创作的心理根源和心理性质等重要问题。
　　对创作心理动力的研究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侧重研究这种动力的具体内容，主要解决是什么
引发了作家的创作；一种是侧重研究这种动力的形式构成，主要探讨这种动力是怎样被组织成一个统
一的整体。
这两种方法都很重要，事应得到同等的重视。
但就目前情况看，前一种研究似得到了应有的重视，而后一种研究则相当薄弱。
研究者大都注重探寻引发创作行为的种种动机，至于这些动机的整体构成则往往被忽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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