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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学心理学教程》一书自1985年酝酿、出版以来，至今已经18个年头了。
假若是一个孩子，从出生到成长，18岁也已经是到了应该成熟的年龄，而这正是我们在这次修订过程
中所期待的。
正如我们在“初版前言”中所说的，《教程》在中国的文学心理学学科建设过程中，是一部尚不完备
、尚不成熟的“过渡性”的著述。
尽管如此，18年来，这本《教程》仍然被国内许多大专院校用作教材，多次重印。
在台湾，还出版了另外一种版本。
《20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词典》、《中国20世纪文学研究论著提要》都对其作出重点推荐、详细介绍
。
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教程》一方面在课堂教学中得到了广大师生的信任，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文
学创作界、文学评论界的重视与好评。
我们的这本《文学心理学教程》，就是以它如此稚弱、蹒跚的步履，走进了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学
术史。
这里，我们不仅要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台湾新学识出版社表示感谢，还要向曾经使用过此书的教
师、同学表示感谢，向一切关注过文学心理学学科发展的诗人、作家、评论家、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
在《教程》从孕育到诞生后的近20年时间里，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走过了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
文学心理学参与了这条道路的开辟，这条道路同时也影响、制约着文学心理学研究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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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主编钱谷融是学术界大家，其治学风格，教学业绩在国内独树一帜，责任主编鲁枢元以思想敏锐，文
风质朴著称，是新时期中国艺术心理学学科重建的代表人物之一。
    久经教学实践验证，充分吸收最新成果，学术性与可读性紧密结合，既贴近课堂教学的实际，又兼
顾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爱好者提高自己创作、鉴赏、评论水平的需要。
    精心运思，别开生面，书中开设的诸多专栏，为读者提供了领会、感悟的契机和思考的线索，书后
所附资料索引，显示了本学科的学术视野及发展趋势。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学心理学>>

作者简介

钱谷融，1919年生，江苏武进人。
著名文艺理论家，曾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
名誉会长。
1957年因倡导“文学是人学”观念而受到全国范围有组织地批判。
著有《论“文学是人学”》、《〈雷雨〉人物谈》、《文学的魅力》、《散淡人生》等，并负责主编
多种文学丛书和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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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原则不应该把人逼压到完全放弃元素分析的道路上去。
在不忽略个性心理结构事实上的动态本质的情况下，对它的某些稍低一些层次的要素，尤其是运用现
代生物学、遗传学、心理学成果可以把握的部分进行一些“隔离研究”，是应该可行的。
而且，这种研究所获得的认识，肯定会有助于我们对作为这些元素整合体的个性心理结构的理解和把
握。
因此，我们在以下的篇幅里，尝试对于构成个性的某些公认的重要元素，进行一些分项研究。
器质器质是一个人个性形成的自然生理条件。
任何个性心理结构，无论多么高超，它赖以建立的物质基础都必须是一个有躯体组织的人。
人的躯体组织是一种自组织系统，它也是一种自调节及自控制——反馈系统。
但当它出现某种“内匮乏”时，便要引起一系列生理、病理变化，这些变化最终要波及到人的个性心
理。
例如．当有机体处于激情状态时（恐惧、大怒等），在许多负责保持其平衡觉的生理参数系统的活动
中便出现协调一致的重新调整：心、肺活动加强，血液的凝结度和血压升高。
这样，一系列原状稳定机制——较低水平的各种调节器就“关闭”了。
这种调整保证了把有机体的一切资源和潜力动员起来。
但是，倘若这种调整延续过长，最终也会引起某些调词节系统失调而发病（高血压、糖尿病等）。
①所以，器质因素是个性研究以至人性研究必须涉及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这种研究已经有了自己的
历史。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和重新审度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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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中国，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开设“文艺心理学”课程的，最初用的又是何种教材，尚没有人仔细
考证过。
大约在1924年前后，鲁迅先生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授文学理论，用的讲义则是日本学者
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贯穿其中的理论主线便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
如果把鲁迅先生开讲的这门课程称做文艺心理学，那么，《苦闷的象征》就是最早的文艺心理学教材
了。
1933年，朱光潜先生由欧洲访学归国后，出版了他的《文艺心理学》，并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讲授
，为中国的文艺心理学奠定了学科的基础。
如此算来，文学心理学作为一门现代大学课程的开设，也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了。
新时期以来，文艺心理学曾经成为文学创作界与批评界的一个热点，取得了许多为人称道的实绩，其
带来的后效之一便是“文艺心理学”课程在众多高等院校的开设。
至今，在不少院校中，“文艺心理学”被安排在“必选课”的地位，受到高度的重视。
这部《文学心理学》，是在经过十几年的教学实践验证后，在广泛吸取了多方意见的基础上，对1987
年版的《文学心理学教程》一书的全面修订，我们力求在一定程度上凝聚起长期以来中国文学心理学
研究与教学的精华，体现出21世纪之初中国文学理论的新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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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学心理学》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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