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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学理论集，内容深刻且通俗易懂，全书以翔实生动的文字，刻画出清晰的文
学脉络，对提高当代大学生及文学爱好者的理论素质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书作者是北大教授、文学博导，是长期从事文学研究工作的专家，理论素养深厚并经常获全国大奖，
在全国文艺界有一定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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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文轩，1954年1月生于江苏盐城农村。
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生导师。

    有文学作品集、长篇小说《忧郁的田园》、《红葫芦》、《蔷薇谷》、《白栅栏》、《甜橙树》、
《追随永恒》、《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红瓦》、《根鸟》等15种。

    主要学术著作有《第二世界——对文学艺术的哲学解释》、《小说门》、《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
研究》、《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面对微妙》、《曹文轩文学论集》等。

    主编《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作品选》、《五十年中国小说选》、《现代名篇导读》、《外国文学名
作导读本》、《外国儿童文学名作导读本》等。

    有作品翻译为英、法、日、韩等文字。
曾获国家图书奖、宋庆龄文学奖金奖、冰心文学奖、金鸡奖最佳编剧奖、中国电影华表奖、德黑兰国
际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大奖“金蝴蝶”奖、意大利第三十届Giffoni电影节“铜狮”奖、中国金鸡百花电
影节优秀学术论文奖、北京市文学艺术奖、《中国时报》1994年度十大优秀读物奖等学术奖和文学
奖3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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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第一章  术语1、关于术语的定义和规范2、术语与思维3、术语与历史的发展4、术语与真理的发
现5、汉语言的弱点6、名士文体7、术语的非恒性第二章   感觉分析1、感觉与思维2、理性思维意义上
的感觉与艺术思维意义上的感觉3、艺术感觉4、感觉的无限性5、感觉与文化第三章   第二世界1、哲
学：对“再现论”质疑2、第二世界第四章   语言与思维1、符号与对象的关系2、文学批评（理论）范
畴的语言3、文学创作范畴的语言第五章   思维的没落：非理性主义1、基础危机2、体系精神3、第三
种力量：直觉4、混沌中的秩序5、理性崩溃后的世界第六章   归纳哲学的危机1、构建体系的必要工具
——演绎2、形象思维中的归纳效应3、归纳哲学的危机4、证伪——演绎主义的现代形式第七章   知识
在思维中的反动作用1、原创力2、知识进化3、知识的静态积累与动态增长4、知识的滥用5、知识来源
第八章   陷阱：笼统性1、混淆2、伪因果关系3、泛论第九章  中国思维1、思维特征之一：伦理（政治
）型2、思维特征之二：直觉3、思维特征之三：崇尚和谐第十章   范式1、多种范式的共存2、范式的
衰微3、范式革命4、范式的辩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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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他几乎没有讲出什么。
这两种现象，可能与讲演者的术语密度有关。
听众计较的，从表面上来看是术语的疏密，但实质上计较的是讲演者思想的贫富。
思想的贫富反映在术语的疏密上。
我在阅读康德的《判断力批判》、 《实用人类学》和胡塞尔那本晦涩的《现象学的观念》时，常常是
两三天才看完其中一页。
原因是他们的术语密度太大。
这些著作中，加满了黑色的小圆点——重点号。
我要把这些术语的内涵一一搞清楚，就不得不花很多时间。
然而却又必须搞清楚，不然阅读就无法往前进行。
在这些著作里，我感到了一种思维的紧张感和升华感。
同时，我觉得它们像一座座建筑。
这些建筑在体积上非常壮观，但在结构上又非常严密，给人一种坚实的美感。
我也看到了另外一些著作，它们水分太大，而干货太少；架子很大，但内容非常空洞，给人一种稀松
感和轻飘感。
我常有一种古隆的念头：我随便砍掉它的哪一部分，它照样成立，不会有任何妨碍。
而看康德的著作时我就没有这种念头。
因为他的著作观点术语密布，并在各种各样的关系制约中，没有附加上去的点缀，你无法砍伐，也舍
不得砍伐。
 以上的结论不是绝对意义上的——这是我必须要说清楚的。
因为有这样—个事实存在，即：概念并不总是要浓缩为术语的。
固然术语总是代表概念的，有—个术语就有—个概念，但概念不总是等于术语。
有时我们可能碰到这样的情况，即听—个人讲话或看一部论著，你会觉得他（它）的思想既丰富又深
刻，然而你并没有记住太多的术语。
原因可能就是他（它）没有把这些概念（种种认识和见解）最后浓缩为—个简短的术语。
但，无论如何，你的“思想既丰富又深刻”这样—个结论，是建立在对方的概念的丰富和深刻之上的
。
而且必须承认这一点：就这个人的讲话和这部论著的整体而言，你如果觉得他（它）的“思想既丰富
又深刻”，其中必然还有一些术语；完全没有术语的“思想既丰富又深刻”，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还要说，那些伟大的思想家们，一般都是很善于将他们的种种思想归结到种种术语上的，他们有选
择和制造新术语的特殊才能。
术语会使概念变得更加凝练，主题精神更加突出。
并且更容易使人产生强烈印象。
因为人们更容易记住术语，倘若—个概念浓缩成—个术语的话，这个概念也就更容易被人所记住了。
由于如此，即使那个伟大的思想家没有对他的伟大思想加以术语浓缩的话，他的思想的接受者和研究
者们也还会在他之后给予一个恰当的术语的。
后人将前人的思想总结为“某某论”、 “某某说”，就含有这样的性质。
由于有了术语，那么，我们在进行思维和将思维外化为讲话和著作的时候，就不一定要将术语所指的
内容都说出来，而仅仅写出术语就行。
术语具有与成语同样的能力。
“叶公好龙”、 “刻舟求剑”等成语分别代表着某种意思，而我们在运用时，却只需要说出这个极为
简洁的成语而不必萝莉啰嗦地说出那个成语所代表的故事以及这些故事所告诉人们的一堆道理。
在这一点上，术语的作用与成语作用相同。
这里，我们看到了术语给我们带来的极大的方便性。
除去了术语，我们的思维将会变得多么繁重，多么庞杂，我们的文学批评和哲学论著将会变得多么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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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这是不堪设想的。
即使从语言和文章作法的角度讲，术语带来的简洁，也是有意义的。
 我们为什么要反对术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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