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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王曰美博士的学位论文《人的主体意识的发展与先秦文学》即将出版了，我由衷地高兴！
　　还在十几年前我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就经常思考这样一个课题：文学的发展应该是隐藏在政治
、经济、文化等因素背后的其他更重要的推动力，其中体现在创作者身上的是最为直接的。
但我所思考的这种推动力，又不是诸如学养、经历、性格等一些比较浅层的东西，它似乎隐藏的更深
刻，但对文学的影响力却十分巨大，而且无处不在，甚至其他所有因素都必须通过它才能发挥作用。
这种推动力决定了文学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当然也深刻地影响着文学的发展走向。
　　这种推动力到底来自哪里呢？
　　曰美是我指导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
她有着很好的史学素养，发表了一系列学术成果，其中许多属于哲学领域的，而且在学界也有了一些
影响。
上课之余，我们往往讨论到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
大概是因为历史教育模式的原因吧，我们所理解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往往局限在社会形态的更替，从
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等等。
其实还有一层内涵，长期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那就是人自身的发展，而且这种发展又是人类社会发
展历程中最基本、最重要、最关键的部分。
具体到文学的演进，我们认为，真正在背后发挥核心作用的，恰恰就是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的发展。
前面说的那种推动力应该就来自于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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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的发展决定着文学的发展。
人的主体意识的每一次质的飞跃都会带来璀璨辉煌的文学繁荣景象。
第一次飞跃，人从自然界中剥离出来，有了真正的“类意识”，以周公为首的统治阶级创造出了那个
时期地球上的文明高峰——礼乐文化；第二次飞跃，个体从群体中剥离出来，人类有了真正的个体意
识，先秦文学随之出现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之热烈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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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曰美，1973年1月生，山东省利津县人，文学博士。
现为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化研究，发表有文学、历史、哲学、教育等著述、编著及论文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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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的主体意识的发展与先秦文学”这一课题，从大的范畴讲应属于“人学”。
对于什么是“人学”，目前国内外还没有统一的看法。
这实际上并不奇怪，因为社会科学或者说人文学科本身即有这个特点，即答案并不是统一的，也不可
能是统一的，也无需得到统一。
因为对某一问题的回答，是与研究者自身所持的立场、观点、角度、方法及研究者自身的学识、素养
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也许这也是“人学”本身所要研究的课题。
虽然对这一问题目前尚无统一答案，但并不意味着对这一问题不能作理论探讨。
人学之所以能称之为“学”，即在于关于“人”的理论是可以自成体系并且是有规律可循的系统思想
或学说。
它既不同于人的科学，又不同于人类学，也不同于哲学，而是从哲学中发展出来的相对独立的分支，
是在吸收各门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对人自己的反思，是关于人自身的本质及其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理论。
　　一“人”的含义及作为本书研究对象的“人”的界定　　自从人类意识萌发以来，人对自我的认
识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季羡林先生说过：“人类从其他的动物中脱颖而出成为‘人’以后，真不愧‘万物之灵’这一头衔。
他们改造了世界，也改造了自己。
到了今天，他们创造出来的文明，光辉灿烂。
大之能登上月球，进入宇宙；小之能深入原子，穷极微藐。
其他动物如有知，必定会甘拜下风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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