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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迄今为止，文学理论研究的对象基本上都是作家、作品、读者和世界，也就是说，文学及其活动
的性质、特征、变化规律等，始终是文学理论的主要任务和内容。
这是千百年来文学理论活动的基本状况，这一活动的成果就是形态各异的文学理论。
　　但是，我们能不能思维移动一步，进一步思考一下，把理论研究的对象放到文学理论本身呢？
即能不能超越仅限于研究文学作品、作家、读者的阶段，而把目光集中到“研究的研究”上来、“理
论的理论”上来？
我认为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应该的。
人类文学理论的发展，似乎也已到了这一时期。
　　其实，从人类思想史上可以发现，自从世界上有了文学理论，关于“文学理论是什么”问题的思
考也就出现了。
　　产生“理论的理论”这个问题的原因很简单：假如没有对文学理论目的与方法的反省，没有对文
学理论性质和特征的质疑，没有对文学理论中关于文学解释的进一步探索，没有对文学理论中提出答
案的可靠性及可检验性的认真反思，我们能认识文学理论活动的规律吗？
文学理论能不断前进吗？
没有这一切，不是等于放弃了文学理论之所以为文学理论的理解的权利了吗？
所以，对何谓文学理论、文学理论的运行规则及其科学性进行研究，应该是一项可行的任务。
　　培根以降，经验科学及其发展被看做是人类进步的保障。
“知识就是力量”成为不可动摇的真理。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文学理论正是在这种思路中运动的。
而如今，我们面对的思潮却是对科学的批评，对科学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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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讨论是“什么是文学理论”这个问题，以求对文学理论的本体论特性有个说明，这是文学理论学
的一种起点方式。
第二章探讨文学理论学的一种起点方式。
第二章探讨文学理论的对象构成，主要涉及对象演化及其对象重建，这是与理论本体研究相关的一个
内容。
第三章企图说明理论家和“理论共同体”的特征，看一看文学理论主体是如何对待研究对象的，主体
之间相互关系怎样。
第四章集中探讨文学理论的生成动力、生成过程、生成方式，其目的是对理论主体的工作特点有一个
更深入的展开。
第五章文学理论形态学研究，第六章是文学理论的范式研究。
第七章，讲述的是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大学科的学科系统，分支学科的状况，以及该学科在多方面具有
的特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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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董学文，河北抚宁人。
中共党员。
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硕士学位。
1969年在北京大学锻炼两年后回系工作，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校务委员、北大学报编委
及中文系学术委员、文艺理论室主任，博士生导师。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文学学科规划评审组成员，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教育部艺术
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
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
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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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什么是文学理论第一节 何谓“理论”第二节 何谓“科学”第三节 什么是“文学理论”第
二章 对象与要素第一节 要素与问题第二节 对象的演化第三节 “泛化”与“重建”第三章 理论家与“
理论共同体”第一节 理论的生成条件第二节 生成动力第三节 “亚理论”第四节 批评的转化第五章 形
态及其存在方式第一节 形态定位第二节 形态学构想第三节 理论形态分析第六章 范式演变第一节 范式
的功能与机制第二节 范式的作用与局制第三节 范式的转换与沟通第七章 系统与特性第一节 学科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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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 方法的变动性第四节 话语方式第九章 阐释与评判第一节 理论的阐释第二节 理论的评判第三节 “
本质”、“本体”解析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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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什么是文学理论　　当把文学理论作为研究对象的时候，第一个遇到的问题即“什么是文
学理论”。
对文学理论本体性的解答，构成了文学理论学的核心。
从一般的定义角度说，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困难的。
几乎所有文学理论都承认它是研究文学性质、特征、规律及其演变的知识和学说。
尽管文学理论的界说会有许多种，但从谱系学的意义上讲，大都不会离开这个范围，即使离开，也不
会走得太远。
否则，它就失去了称作文学理论的合法性。
　　不过，这里的问题和困难是：什么是理论？
它与经验是什么关系？
文学理论是不是科学？
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科学？
这些问题的解答由于逻辑前提不一致，理解上就会有很大不同。
此外，也许更根本的关于“什么是文学”就有极大的认识上的差异，导致对上述问题上的解答歧见。
这个问题，我将在下面的几节予以解决。
　　第一节何谓“理论”　　理论——可以说一切理论——都是人们在实践中借助一定的概念、判断
和推理表达出来的关于事物本质、特征及其规律性的知识体系。
或者说，理论是一种系统化理论知识的结果，它包括概念、术语、学说、假说、原理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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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学理论来说，为何也过渡到这一步，开始研究“文学理论的理论”呢？
原因当然也是复杂的，概略地说：一、文学理论学科发展、更新很快。
二、面对着新的文学理论形势，面对着新的时代要求，我们要对文学理论的内容和形态进行新的“设
计”。
三、在文学理论的深入研究过程中，确乎遇到许多深刻而有价值的矛盾现象、悖论现象。
四、不管是皈依古代文论还是热衷西方文论，实际上我们都面临着理论“综合创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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