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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三本厚厚的学术著作是一个触动，封存已久的记忆逐渐开启了：如火如荼的20世纪80年代，杂乱
而又如饥似渴的阅读，火星四溅的激烈争辩与不眠的思索&hellip;&hellip;当然，重温众多昔日的理论故
事，人们的兴趣肯定有所转移。
哪些当年未曾意识到的问题开始进入视野，并且指示出另外一些思想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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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鲁枢元，男，生于1946年1月，祖籍河南省开封市，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
现任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生态批评研究中心主任；曾任郑州大学、海南大学
教授及华东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客座教授。
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
长期从事文艺学跨学科研究在文学心理学、文学言语学、生态批评及生态文艺学诸领域有开拓性贡献
。
坚信性情先于知识、观念重于方法，学术姿态应是生命本色?展露。
主要著作有：《创作心理研究》(1985)、《文艺心理阐释》(1989)、《超越语言》(1990)、《精神守望
》(1998)、《生态文艺学》(2000)、《生态批评的空间》(2006)等。
主编有《文艺心理学著译丛书》、《文艺心理学大辞典》、《生态批评学术资源靡》等。
1988年被国家人事部遴选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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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南帆)
本卷说明
现代心理学参照系
　一、时代转换中的文学与心理学
 诺伯特·维纳的论断
 抹去了的疆界
 红色幕布上的一块黄斑
 东西方文化在这里撞击
 多维坐标系统
 悲剧，还是喜剧
　二、构造主义：砖泥心理学
　 德高望重的先驱
　 经验的世界
　 “心理元素”的分析
　 情感三维说
　 个体心理学与民族心理学
　 铁铸的铁钦纳
　三、机能主义：在意识的河流中
　 聪敏过人的学者
　 人类意识之流
 　“意识流”波及文坛
　 悖于常情的情绪理论
　 灵与肉的纠葛
　四、行为主义：没有心灵的心理学
　 心理学界的“叛乱分子”
　 人是比狗大一些的东西
　 心理学操纵控制人类
　 赫尔的数学化倾向
　五、精神分析：走进精神的地狱
 蒙受误解的弗洛伊德
 潜意识与深蕴心理
 原始性欲与心理动力
 早期经验与人格
 梦的解析与文艺心理学
 艺术殿堂的门外汉
　六、分析心理学：探求现代人的心灵
 “加冕王子”的悖逆
 寻求灵魂的现代人
 潜意识与创造力
 原型种种
 神话学与原型文学批评
 神秘主义
　七、格式塔心理学：彷徨于心物之间
 从德国到美国
 格式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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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的图式与情的表现
 顿悟与创造性思维
 走向文学格式塔
 在人类认识的曲线上
　八、日内瓦学派：新的综合
 皮亚杰，蜘蛛和它的网
 认识的主观性
 人与环境的辩证法
 思维与语言
 智力与情感
　⋯⋯
文艺心理学学科建构
创作心理探究
心理批评实践
学术延伸
附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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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作品里所写的即使属于非理性的东西，一般也都是心理学常识中描述的，并没有超出心理学
的理解范围，弗洛伊德所能够解释的，基本上属于这个层次的作品。
显然，荣格认为这是一种肤浅粗糙的艺术。
而幻觉型的作品作为素材的经验，都是来自史前时代集体无意识的深渊。
他开列的例子中有《赫尔墨斯的牧羊人》、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尼采的《查拉图士
特拉如是说》等。
他说，“伟大的诗篇从整个人类生活中吸取力量”，“作家创作的艺术作品包含着那种可以真正称之
为代代相传的信息”，“无论诗人多么傲慢自重，他们中每一个人都代表了成千上万个声音在说话，
预言着他的那个时代意识观的种种变化”。
诗人的作品贵在能满足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精神上的需要，因而，“他的作品对他来说比他个人的命
运更为重要”。
“一件艺术作品中基本的东西，应该是远远超出个人的生活范围，诗人应该以人的身份，表现个人乃
至全人类的精神和心灵”。
“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是一个更高意义上的人——他是一个‘集体的人’，一个具有人类无意识心理
生活并使之具体化的人”①。
在这里，荣格把文学艺术家从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提升到历史范畴上的人，把文学艺术创作从个人的
心理的密室，拓展到人类精神的空间，似乎该是值得我们赞赏的，这和我们所提倡的塑造“大写的人
”，写时代精神颇有几分接近。
但是，仅仅是“接近”而已，荣格的文艺心理思想与我们所能接受的文艺思想，就其本质上仍有许多
不同，而且是在基本出发点上的不同。
细审之，荣格所主张的文学艺术要表现的人类集体的精神，即他所张扬的“集体潜意识”，一种先验
的、独立的精神实体，一种古老的、永恒的、不变的人类灵魂。
创作，只是这种古老幽灵在作家身上的还魂；作家，只是传谕这种“神示”的巫师。
巫师是天神的工具，文学艺术家是集体无意识的工具。
荣格说得清楚明白：“艺术是一种天赋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抓住人，使之成为艺术的工具”②，作
为艺术家，“他是客观的，非个人化的，甚至是没有人性的——因为作为艺术家，他就是自己的作品
，不是人。
”“诗人是他的作品的主要工具，他从属于他的作品”③。
在荣格看来，艺术家身体里似乎存在着一个外在于艺术家的精灵，一个“超级权威”，是它在支配着
艺术创造行为，超越意识所能理解的范围，直接通向茫茫的彼岸世界。
从这里，我们很容易找到荣格文艺心理学思想的源头：柏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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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和枢元相识是80年代初在广州举行的全国高校文艺理论学会的年会上。
他那北方人特有的质朴和纯厚使我一见就感到这是可以坦率交谈的同志⋯⋯我建议枢元从事文艺心理
学的研究，正是认为这一学科有研究的必要，并非出于逐新猎奇。
如果不揭示创作过程中的心理活动，就永远无法揭示文学创作的秘密。
    ——王元化鲁枢元的探索的脚步又是跨得那么踏实。
既果决，又沉稳；既不缺少必要的大胆，又随时都有足够的谨慎。
因此，当他坦率地把他在探索途程中的所见、所感和所想，把他的一些经验体会毫无保留地告诉我们
的时候，就使我们感到很实在，很引人人胜。
而他娓娓而谈的亲切态度，更使我们增加了对他的信任。
    ——钱谷融 鲁枢元正是超越了精神蜕变的痛苦，才进入新的精神境界的。
这又使我想起“凤凰涅槃”的诗境，如果不经过一次痛苦的涅槃，凤凰就不能再生而翱翔欢唱。
他走入文艺心理学领域，取得了令人敬佩的研究实践，并成为我国文艺心理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
我们这一代人，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要做出些成绩，实在是太艰辛了，但我们的努力毕竟没有自费气力
。
      ——刘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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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学的跨界研究:文学与心理学》：鲁枢元先生邀请为他的三卷本学术文集作序，我的确略感意外。
我的心目中，鲁枢元先生亦师亦友。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将我们召集到了一起。
我们均是《上海文学》杂志社理论栏目的作者。
那个时候，频繁的文学会议如同一个又一个节日。
指点江山，臧否人物，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种岁月犹如我们共同的精神青春期。
鲁枢元先生长我几岁，通常是文学会议的重点人物。
他身躯魁梧而思虑缜密，观点前卫而表述谦和。
这不仅是他卓然成家的基本条件，而且，这种兄长般的形象始终葆有特殊的魅力。
90年代之后，文学急速撤离社会的精神高地。
当年的文学信徒顿时如同散兵游勇，相当一部分人马逐渐为大大小小的学院收编。
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我与鲁枢元先生天各一方，几乎不再晤面，但是，至少在思想的舞台上，我们仍
然知道彼此的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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