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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志祥同志撰写的《中国古代文学原理》出版后得到好评，最近作为全国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
级规划教材《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改订出版。
欣慰之余，嘉其勤奋敏锐，有刷新、拓展古代文论研究格局，开辟文艺学新路的勇气和信心。
　　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源远流长，十分丰富，积下大量符合文学规律和我国文学发展实际，至今仍显
得非常精辟、可供择取运用的资料。
但是一个世纪来，由于长期封闭自守，这个宝藏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有效的开发。
近百年由于社会不断处在剧烈变动之中，我们悠久、丰富的文化传统总是受到过分的怀疑和冲击，这
在变革过程中自难避免，但全盘否定的过激之论却毫无是处。
矫枉的目的毕竟不在于过正。
当今天我们抱着高尚的理想认真来建设符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时候，显然就再也不应重蹈
过去向西方或向苏联一边倒的覆辙了。
在文学理论研究领域里，20世纪前期基本向西方一边倒，中后期则几乎完全倒向了并不真实了解的苏
联。
文学理论教材、研究论文充斥的都是外国观念。
西方观念批传统，苏联观念批西方，现代西方许多观念再来批苏联。
虽不是每一观念都南辕北辙，也不是从中毫无拓宽视野之益，然而到底它们都是植根于异域，被我们
极端地搬过来使用，既未尽异域之众长，搬用也常常失当，有削足适履之憾。
其不能解释和解决自己文学上的很多问题，自不足怪。
中国文学创作重在真实表现生活和有各种社会关系的人物的思想感情及性格神态。
中国文学理论多从实践中来，有相应的特点，资料具在。
简单搬用异域无论哪一方面的文学理论，当然都会发生不合适、不相配的困难。
过去我们这里倒来倒去的现象诚然有其历史的原因，现在形势变了，无疑就应当从我们自己的实际出
发考虑、择取，建立有利于继往开来、繁荣文学创作的文学理论了。
自然我们也还是需要吸取异域的具有普遍价值的理论成果，但兼收并蓄乃是要建立最适合于我们自身
发展的文学理论，而决不是毫无自尊自信地盲从异域。
　　不消说要做到这点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做许多奠基性的准备工作。
准备工作前人已开始做起，改革开放以来成绩尤其显著。
例如各类文学理论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专著和论文的出版。
但就当前文学理论研究的整体而言，薄弱环节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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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功能不
仅在于能帮助今人切中肯綮地理解古代文学作品的奥秘，而且在于它具有一种指向现实的穿透力。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作为表现主义文学理论体系，它理应较再现性的文学理论更能有效地说明一切表现
主义作品，特别是西方现代主义作品。
西方文学自19世纪末以来，愈益向主体表现方向发展。
这些作品中，现实不再成为生活真实的反映，而蜕变为徒有其形、不反映生活本质规律的“幻相”（
朗格语），成为象征“情感”的“形式”（朗格语）、表现主体的媒介。
这类作品中“文字”、“现实”、“主体”的关系与中国古代文论中讲的“言”、“象”、“意”的
关系，或“文字”、“景物”、“神情”的关系何其相似！
当西方现代文学向中国古代文学靠拢、交叉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就有了能较好说明西方现代主义文
学作品，或至少对解读西方现代作品很富启示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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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论　　“文学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
广义的“文学观念”，指关于各种文学现象的认识。
狭义的“文学观念”，指对“文学”这一概念内涵的认识。
本章探讨的是中国古代狭义的文学观念。
中国古代文论认为，“文学”是一切文字著作，其特征是“文字”，这便构成了文学特征论。
尽管“文学”是一切文字著作，古代文论又强调，文学应以表情达意为主，这就构成了文学表现论。
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论，大体上由文学特征论与文学表现论构成。
　　第一节 “文学以文字为准”——中国古代的文学特征论　　中国古代的“文学”是一个广义的泛
文学概念，不同于西方的美文学概念，乃是包括美文学和学术文章在内的一切文字著作和文化典籍。
“文”的本义是“错画”、纹理。
汉字都符合“错画”、纹理的特征，因而汉文字著作都可称“文”。
正如清人章炳麟所概括：“是故榷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彣彰为准。
”衡量“文学”的特征是“文字”，而不是“彣彰”——“文采”或“美”。
而西方文论中的“文学”更多地是指以“美”为特征的文字著作，或以“艺术”为特征的语言文字作
品。
这种“美”的“艺术”特征或指“形象”、或指“情感”、或指“形式”、或指“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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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用中国古代文论资料阐释原理；以古代文论范畴为纽结，网络中国古代文
艺思想，建构民族文论体系；在中西比较中彰显中国古代文论民族特色；从儒道佛等中国文化元素中
剖析中国古代文论民族特色成因；系统进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激活古代文论的现代生命；一部探
索性的文学理论专著，一部工具性的文艺学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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