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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蔡钟翔自选集：生生不息的中国文论》是蔡锺翔先生毕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学术研究的
结晶。
作品主要为通论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特质与研究方法的更新以及与当代文论的关系等，鲜明体现出20
世纪80年代学术的启蒙与解放思想的特点；并包括对于中国古代文论一些重要专题与范畴的研究和对
于中国古代文论的断代研究（主要关于魏晋南北朝文论与明代文学思想）。
本自选集大部分遴选自曾发表于核心期刊的学术论文，另收录部分未刊稿，凝聚着一位老教授对于中
国文论的挚爱与学术生涯的成果，具有深厚的精神蕴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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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锺翔，1931—2009年，江苏吴县人。
195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
同年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历任汉语教研室、新闻系、中文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
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
1997年退休。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论、古代美学的教学和研究。
曾任中国古代文论学会理事、副秘书长，现任顾问；曾任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理事、副会长，现任
顾问。
承担国家教委“七五”规划科研项目：中国哲学与中国文论（已结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七五”
规划科研项目：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与范畴之考证和研究（已结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规划
科研项目：中国古代文艺学（已结项）。
其著作《中国文学理论史》（五卷本）获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奖（1991年12月），
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199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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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辑古代文论与人文蕴涵现实主义的概念在古典文学研究中能不能引进？
说“两极兼容”——关于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一点感悟“意在笔先”与“意随笔生”略谈中国文学批
评史与中国哲学史的沟通略谈对古代艺术思维理论的开发以古为鉴和中西互补——漫议古代文论的当
代意义古代文论与当代文艺学建设关于中西艺术自然论的思考谈中西文论的比较研究古代文论研究的
回顾与前瞻第二辑古代文论与专题探析范畴研究三人谈中国古代的文艺本体论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论
中国美学“自然”的制约因素中国古典剧论的情节论对古典戏曲理论中主情说的评判第三辑古代文论
与历史透视先秦两汉文学理论概述情感的发现——试论先秦两汉的情性论与古代文论的发端魏晋南北
朝文学理论概述《典论?论文》与文学的自觉略论魏晋玄学家的哲理散文论刘勰的“自然之道”王弼哲
学与《文心雕龙》中国古代宇宙论与刘勰的文学观刘勰的杂文学观念和泛文论思想刘勰的艺术思维理
论刘勰与缘情说——兼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情感的解放释“通变”萧氏兄弟文学思想异同辨明代哲学情
性论的嬗变与主情论文学思潮论李贽的“以自然之为美”天才?超人?赤子——从王国维的作家论看中
西文化的融合第四辑序评及其他宏观：向深层探询——评《中国诗学与传统文化精神》学术研究需要
反思——《回顾与反思——古代文论研究七十年》序视野开阔的个案研究——评《李贽与晚明文学》
语文修养与性情陶冶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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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辑古代文论与人文蕴涵　　现实主义的概念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能不能引进？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创作和理论的研究中能不能引进“现实主义”这个概念？
这是关系到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道路的重要问题，值得展开深入的讨论。
　　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可以引进，不能硬套。
　　“现实主义”的内涵和外延，现在有多种多样的理解，所以首先要澄清这个概念的含义。
　　一种是以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对举，把一切具有进步性、人民性的文学创作统统归入现实主义
，也包括积极浪漫主义在内。
这是最广义的现实主义。
我认为，这样的现实主义的概念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它指的是政治上进步和反动的分野，而不是创作
方法的区别。
从创作方法上讲，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具有共同的特征，不应该分割在两个营垒里。
运用这样的现实主义概念只会引起混乱。
　　另一种是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举，这又有三种情况：　　一、现实主义作为19世纪欧洲的一
种文学流派，即同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等并列。
这些流派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没有产生过，因此这样的现实主义
概念当然是不能引进的。
　　二、作为“两大主潮”之一，即不同其他各种流派相提并论，而是同浪漫主义一起突出为两种主
要的文艺思潮。
这是高尔基的说法。
但是“两大主潮”也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并没有形成两大主潮，
因此这样的现实主义概念也是不能引进的。
　　三、作为两种基本的创作方法之一。
这是今天比较流行的一种解释。
如果这个说法能够成立，那么这样的现实主义概念是可以引进的。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为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同作为文学的流派、思潮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的。
用朱光潜先生的话来讲，其区别是前者属于美学的问题，后者属于文艺史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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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蔡钟翔自选集：生生不息的中国文论》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蔡锺翔先生数十年来关于中
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心得，编选研究专著（节录部分章节）、论文等，大部分是已发表作品，在古代文
论研究领域具有相当程度的典范价值，对于古代文学专业和相关学科研究都有比较权威的指导意义。
　　全书分成四个部分，主要依据内容来划分的。
第一辑主要是通论性的，论述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特质与研究方法的更新以及与当代文论的关系等，
鲜明体现出20世纪80年代学术的启蒙与解放思想的特点。
第二辑主要是对于中国古代文论一些重要专题与范畴的研究。
第三辑是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断代研究，其中主要是魏晋南北朝文论与明代文学思想，因为80年代的
启蒙思想，造成人们对于中国文化史上这两个最为自由与解放年代中的思想文化与文学理论情有独钟
。
第四辑是关于当年几位年轻学者著作的序评，从中可以看出蔡先生对于年轻学者的关怀与提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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