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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学虽然是语言的艺术，但文学与语言学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学科。
本书就文学中的语言现象进行了归纳和批评，以利于文学创作的发展。
 本书是一本具有自己的角度、自己的思考、自己的见解、自己的语言的著作。
它的付梓不单单说明又有一本好书问世，在某种程度上还表明了当代文学研究将跨越对西方文论的横
向借鉴的自我构建的开始，标示着中年一代理论家在认真、刻苦的理论探索中正日益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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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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展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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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批评学术资源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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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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这里，如果我们适当将“艺术”的概念扩展开一些，把“艺术看作是生命的有机体借以表达
自己某些感受和体验的方式，看作是含蕴着某些知觉、情绪、意象的信息代码（或声响、或手势、或
图画、或形体），那么，在言语活动出现之前的艺术活动中显然是包孕着言语发生的契机的。
应当说，语言起源于艺术，起源于一种宽泛意义上的艺术。
H·维尔纳在《抒情诗的起源》一书中曾做出这样的推断：原始民族最早的抒情歌谣，总是和手势与
音响分不开的。
它们都是些没有意义的语言，纯粹的废话，在部落的舞会上吟唱，以宣泄由于饱餐一顿或狩猎成功而
得到的狂欢。
就在抒情的叫喊声中，在对饥渴的痛苦的呼唤声中，后来在对燃烧的性欲赤裸裸的表示中，以及在对
死亡无可奈可的悲叹中，我们发现了一切高级形式的抒情诗的萌芽。
按照维尔纳的说法，最早的歌谣是有情无理、有声无义、有节奏旋律而无语词逻辑的。
即使在后世民歌中，我们也还会听到类似“呼儿嗨哟”、“哈依赫里拉”、“齐哩哩哩察啦啦啦索罗
索罗得”之类的“有声无义的喊叫”。
从心理发生的意义上看，这些“没有意义”的音节比那些有明确意义的歌词历史更古老，也更贴进人
和艺术的本性，只是很久以来人类都不愿意这么认为了。
这里，让我们先看一看下边的三段文字：一段是生物学家达尔文在《人与动物的表情》一书中的论述
：动物的表情运动，作为某种情感的结果，是与动物的一定动作：攻击、自卫、性交等等联系着的。
比如狮子在进入强烈的感情冲动状态时，便呼吸急促、心跳强快、血压升高、肌肉组织紧张、毛发竖
起、嘴唇张开、咬牙切齿等等。
一段是心理学家詹姆斯对于审美体验的描述：当美激动我们的瞬息之间，我们可以感到胸部的一种灼
热，一种剧痛，呼吸的一种颤动，一种饱满，心脏的一种翼动，沿背部的一种摇震，眼睛的一种湿润
，小腹的一种骚动，以及除此而外的千百种不可名状的征兆。
一段是对于艺术家塞尚创作心境的展示：他紧张到了痛苦的程度，满脸祈求的神情，想象着从自己的
灵魂里取出些什么来，把它放到画里。
他全身发抖，犹豫不决，前额充血，佝偻着上身，缩着颈脖，耸着两肩，抖着双手，终于下笔时，他
才变得坚强有力，挥动自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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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鲁枢元的文论别树一帜。
他是怀着对于文学创作的神往、敬仰、热爱、惊叹、赞颂来接近这个领域的，其纯美的心态如同接触
自己热恋的姑娘，膜拜自己的女神。
热恋中保持着冷静，保持着学究气的寻根问底的执着，保持着博采众书而又取舍在我的眼光与胸怀，
当然，也保持着一种毁誉由之的自信。
　　——王蒙《超越语言》很得我心，冒犯当前语言学主潮，大造一次反，把作者的艺术论体系扩展
到更阔大更坚实的基础上，把本来不可言说的东西言说得大致明白，很不容易。
　　——韩少功《超越语言》是一本具有自己的角度、自己的思考、自己的见解、自己的语言的著作
。
它的付梓不单单说明又有一本好书问世，在某种程度上还表明了当代文学研究将跨越对西方文论的横
向借鉴的自我构建的开始，标示着中年一代理论家在认真、刻苦的理论探索中正日益走向成熟。
　　——白烨鲁枢元不是修辞学家，也没有十分自觉地去研究文学修辞。
然而，他对文学语言从“未移为辞”到“已移为辞”整个过程的悉心探讨，他对文学优化表达做出的
满怀深情的阐释，却正是我们修辞学家要做的事情。
况且，他视野开阔，思路跌宕，文笔潇洒。
　　——高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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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学的跨界研究:文学与语言学》是由学林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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