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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学流变史》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编，即先秦文学概况，秦汉文学概况
、魏晋南北朝文学概况、隋唐五代文学概况、宋辽金文学概况、元代文学概况、明代文学概况和清代
文学概况，内容精炼、简洁，提炼了古代文学史的精华，书中论述准确流畅，语言颇具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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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古代神话　　第一节 苍茫之源——神话的产生　　神话与传说并不完全相等，有人认为
神话叙述的是神或半神的超人之事；传说叙述的是一个民族的古代英雄之事。
然而神话和传说并不能完全分开，因为很多神话中的神，本来就是由部族或民族的祖先演变而来的。
如大禹，既是化熊治水的神，又是夏人的祖先；祝融既是火神，又是楚人的祖先。
神话和传说互为关系，神话的历史化即成为传说，传说的传奇化即成为神话。
因此，有人将二者并称为神话传说。
　　神话是如何产生的？
在寻找神话苍茫而又古老的源头时，学者们却争论得一塌糊涂。
有的认为神话中的英雄是历史上真的存在过的英雄和发生过的事件，因此神话是一种被筛选了的历史
。
有的认为，神话和梦一样都是人类受压抑的欲望表现，是人类幻想的产物。
还有的认为原始人相信万物皆有生命和灵魂，当他们对现实和人的生死睡梦等感到奇怪并要求解释时
，神话就出现了。
马克思则认为神话起源于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
他在《政治经济学学批判导言》中说：　　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
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
会形式本身。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这无疑是目前关于神话起源最经典的解释。
原始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对于种种自然和社会现象不能理解，遂幻想出人格化的神来解
释这一切。
但这种幻想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一定的社会现实生活。
如风伯飞廉，在中国神话中被形容为“鹿身，头如雀，有角，而蛇尾豹纹”（洪兴祖《楚辞补注？
离骚》），其实“鹿身，头如雀”是说风跑得快，“有角，而蛇尾豹纹”则是就风的破坏力而言。
这与原始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和具体生活感受息息相关。
因此，马克思才说神话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
。
马克思的观点论证了神话不过是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人们头脑中虚幻的反映，这样就使神话脱离了
神秘而获得了坚实的客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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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文学流变史》将中国文学史看做一个绵延的生命体来认识，将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理解为
生命的“播种”、“萌动”、“蓓蕾”、“勃发”、“成熟”、“分蘖”、“新生”、“收获”，形
象地展现了中国文学源远流长的演变过程。
法国著名哲学家柏格森认为，把握世界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空间化的方式，即把流动的事物变成外
部空间对象，让它固定，静止；另一种是时间化的方式，就是从生命本身来把握它。
用自然科学的机械论模式来认知世界是典型的空间化方式，科学总把时间空间化为可以分析、可以度
量的东西，但这并不是事物本身。
文学史某种意义上可说是文学家的心灵史，是他们的艺术创造的发展史，似乎并不适宜用空间化认知
方式来展示。
谢卫平巧妙地借用植物的生命周期来比喻文学史的发展，在具体的写作中也力图贯彻人生的、心灵的
、审美的生命感受，这要比那种按照公元纪年模式来构建文学史写作的著作显得生动、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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