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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男，1954年生，安徽涡阳人，汕头大学中文系文艺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1991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分配到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1996
年12月晋升为副研究员，1998年8月调入汕头大学文学院工作至今。
主要从事文艺美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专著有《张恨水论》。
在《文学评论》等杂志上发表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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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略论毛泽东接受美学思想走出误区    ——从隐形与实践中发掘毛泽东文艺思想新质中国审美文化研究
的历史性开拓    ——评《中国审美文化史》的创新意义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本质论质疑    ——向童庆
炳先生请教兼论文学的情感语言艺术本质杂语共生：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思考徘徊与超越    ——中国
美学的现状与展望文艺美学的定位及其他诗意的隐退    ——论当代诗词的生存困境及其对策论诗歌的
外部特征——语言的模糊性论雅俗文学的界限    ——兼向朱立元先生请教论雅俗文学的相互转化俗文
学的读者研究批判的武器难以创新    ——论“五四”前后白话诗人对民间歌谣的扬弃论民间文学喜剧
性作品中的超越性意向略论曹操诗歌的悲壮美论明清英雄传奇小说中的莽汉形象论张恨水诗词的艺术
风格论张恨水环境小说的叙事结构和悲剧意蕴张恨水与章回小说的现代转型论张爱玲小说的“苍凉”
意味辉煌历史中的深长喟叹    ——论解放区民歌体诗歌的生成与缺憾生命意义的剥离    ——论《也是
亚当，也是夏娃》中的夏娃形象壮丽风格的生动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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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20世纪60、70年代在原联邦德国兴起的接受美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理论和文艺美学，它从文
学的存在方式入手，以读者研究为中心，把文学作为一个从作家一作品一读者三环节的动态流程来研
究，很快在欧美许多国家流传开来，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新学科。
如今，虽然它的鼎盛期已经过去，可它给人们提供的全新的思维方式，仍然有着划时代意义。
研究它与毛泽东文艺理论的内在联系、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接受美学，意义极为重大。
本文试图对此作一探讨，以就教于同行。
    一    毛泽东的主要文艺理论著作均产生于1937—1959这20余年间，与当代西方接受美学并非同时，且
地理跨度很大，从现存资料来看，也末发现它对后者有何影响。
二者之间有何共同特征呢?    一切重要的社会科学理论，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前人思想的合理根据和研
究成果。
在对某一具体问题的研究上，得出几近相同的结论或出现“殊途同归”的现象，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
很多的。
接受美学的创始人尧斯等从马克思所提出的关于希腊文学具有永久魅力的文学史悖论切入，最后以独
特的方式揭开了这一“斯芬克斯之谜”，说明他们对马克思文艺理论具有相当深入的探讨。
从其研究成果来看，马克思对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关系的论述，对生产与消费(包括精神生产与精神消
费)关系的论述，无疑对其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而毛泽东文艺理论是对马克思文艺理论的直接继承和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发展史上，毛泽东最重视读者的参与作用，他对作家及其创作的论述，
对文艺作品本身的论述，也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着读者而展开。
这是毛泽东文艺理论与当代接受美学的相通之处。
    二    从读者出发，毛泽东提出文艺的根本任务就是为特定的读者即为广大工农兵服务，作家要为他
们而创作。
    然而，要完成这一任务，首先必须熟悉读者的期待视界，才能有的放矢。
读者的文化水平和文艺欣赏能力，读者的语言、情感、世界观、精神需求等，必须先在作者那里烂熟
于心，使读者作为隐形受者反过来支配作家的创作心理，才会有深受读者欢迎的作品问世，隐形的受
者才会成为实际的读者，作品与读者才能实现对话与交流，产生最大的审美效应。
    “我们的文学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    农村中的通讯文学。
我们的戏剧专门家应该注意军队和农    村中的小剧团。
我们的音乐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歌唱。
    我们的美术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关术。
”①毛泽东从读者(受者)的期待视界出发，研究其发展变化，并将这种变化与时代的变化联系起来考
察。
他认为读者的期待视界正反映了读者的审美需求，这种需求既取决于读者的文化程度，又取决于读者
的社会实践，因此不同文化程度和不同阶级的人有着不同的期待视界和审美需求。
由于社会的发展变化，人们的审美需求也会发生相应的更迭变化，这就决定了整个文学潮流的消长与
演进。
由于他把文学发展动力的研究从作家、作品转向了读者大众的期待视界，从而把后者的历史演变看成
文学发展的中心课题。
    一般的接受美学理论只停留在这里——了解、熟悉读者的期待视界就到此为止了。
可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情况又各各不同。
在60、70年代的欧美各国，读者的文化水平和文学欣赏能力相对很高，读者和作者或通过批评家，或
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直接反馈、交流阅读与创作的信息，二者互动关系十分显著。
然而在40年代前后的中国，毛泽东所指的特定的读者，其文化水平和文学欣赏能力还很低下，反馈和
交流能力较低，大众传播媒介还很落后，这就使作家必须花大气力深入了解读者的期待视界，以完成
其创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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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熟悉读者的期待视界，即如何沟通作家与读者呢?毛泽东创造性地引入了社会实践，并把它具体
化为深入社会、体验生活，甚至向读者学习这样一个长期的过程。
毛泽东号召作家在深入社会、体验生活中，学习读者大众生动活泼的语言，了解其思想感情和世界观
，根据其接受水平和欣赏能力，写出属于读者目己的作品。
最大限度地缩小作家与读者之间的语言隔阂和情感距离，使作家真正成为读者思想与感情的代言人，
才能最大限度地使作品所承载的密码和情感信息为读者所破译和接受，使读者产生强烈的心灵共振，
发挥文学的感召作用。
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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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著名文艺学研究专家燕世超教授的文集近期由汕头大学出版社作为汕头大学学术丛书之一隆重推出。
本书大体可以分为理论探索和文本分析两大部分。
在理论探索方面，既有对毛泽东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探索，又有对中国当前文论和美学走向的思考
；既有对前沿、热点问题的讨论，又有对通俗文学和民间文学理论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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