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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文艺理论教材的历史回顾

我在高校从事文艺理论课程的教学工作已十五

年了
,

十五年来文艺理论教材也经历了历史的演变

从五
、

六十年代蔡仪编写的 《文学概论 》
,

以群主

编的 《文学基本原理 》
,

到十四院校编写的 《文学

理论基础 》以及目前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童庆炳

教授主编的 《文学理论教程 》 多数学者认为蔡仪

先生的 《文学概论 》尽管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

印
,

但从知识内容的建构上还是比较严谨而且 自成

体系的
。

目前
,

就全国范围来说
,

《文学概论 》教

材已出版不下近二百本
,

由此可见
,

各高校都在编

写适合自己现状与特点的适用性教材 看来教材的

权威性会随着高等教育的深化与发展
,

失去它的影

响力与统摄作用
。

事实上
,

回顾历史
,

《文学概论汾

课程本身一开始就是全盘接受苏联的
,

它是从马克

思主义哲学前提出发
,

在物质存在与意识形态的辩

证关系中为文学定性的
,

对一切文学现象的研究都

是以物质存在 客观现实 为研究的出发点
,

如研

究作家
,

首先要研究作家所处的时代
,

研究作品要

研究作家的生平
、

经历等等
。

尤其提到的是五
、

六

十年代教材难免受 “ 左
”

的思想倾向影响
,

过于将

文学置于政治与阶段斗争之下
,

或是强调文学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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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形态性质
,

强调文学本身承担社会功能与教化作

用
,

将文学作为政治附庸
。

为此
,

教材的编写从一

开始就带有鲜明的阶级功利的色彩
,

深深烙上时代

的印迹
,

缺少自身民族的传统的文学理念的支撑
,

缺少对时代文学特点与特殊规律的把握
,

因此所编

写的教材会随着时间的流逝
,

日益显出自身的局限

来

二
、

对 《文学理论教程 》的再评价

童庆炳教授主编 《文学理论教程 》 年高

等教育出版社
,

是新时期以来
,

急速变动的文学

创作实际以及西方文论思潮的涌进
,

结合高等师范

院校对文艺理论课程改革的实际由部分教师合作编

写的一本教材
,

与以往教材不同的是
,

突出了师范

性特点
,

并对各章节较以往进行了幅度较大的调整
,

加强了作品论一编
,

用大量篇幅展开了对文学作品

的各方面的解析与阐述 本教材另一特点是
,

论述

文学性质一章中
,

首次将以往文学为社会意识形态
,

或称之为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界定为审美意识形

态
,

并对此进行了中西古今的演绎与论证
,

对文学

概念作了新的阐释 文学是显现在话语含蕴中的审

美意识形态 改变了以往教材中用大量篇幅论证文

学意识形态性质
、

功能及作用
,

并将文学的起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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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乃至继承与革新创造整个一章进行了压缩
。

本

教材的第三个特点是对第五编
,

文学的消费与接受
,

吸纳一些文艺理论研究的新成果
,

尤其是将文学消

费的二重性以及文学接受过程展开了详细的阐释
,

融进了西方美学中一些新的观点与方法

作为一部高等师范院校大学本科文学理论教

材
,

应该说它适应了变动的文学创作实际的发展
,

努力使文学理论走在时代的前沿
,

接触到最新的理

论信息与创作信息
,

并且仍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文

艺理论指导思想与方法
,

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在上

述方面
,

本书的编者们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

但是
,

作为高师院校的一本适用的教材
,

在我

们的教学实践中仍暴露出不可避免的缺陷与不足
。

在本教材第一编第二章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中国

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中
,

编者也意识到 建设中国当

代的文学理论
,

首先必须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发

展情况
,

概括当代社会主义文学实践的经验
,

回答

当代社会主义文学运动提出的新问题
,

但是在通篇

教材中对当代的文学现象的研究与梳理并不多见
,

在教材中涉及到的作品仍然是古代的与外国的
,

事

实上某种程度上回避了当代复杂的审美与文学创作

实际
,

尤其是与中学语文教材相关的内容并未涉及
。

如关于
“
文学典型

”

一节
,

任何一个
“

概念
” 、 “

原

理
”

都应追本溯源
,

这一点教材编写者们做到了
,

但是
“

典型
”

是永恒的吗 它的时代性在哪里
“

典

型
”

对当代文学意义何在 在当代文学作品中如何

概括典型 如果概括不出是否不可称之为好作品

或是我们对当代文学典型研究不够 以王朔作品为

例
,

有没有典型 如果有
,

其时代特征是什么 如

何让学生把握 难怪有人说我们的文学理论虽然教

材不断翻新
,

但事实上
,

主编者的观念仍然停留在

五
、

六十年代的水平
。

第二个问题
,

本教材勿庸讳言
,

吸纳了许多新

观点乃至新方法
,

尤其西方文论中的一些新的概念

术语
,

但这不是我们的
,

是否切合我们的实际
,

是

否可以得心应手地用来解释我们的文学现象还值得

研究 当然西方的东西不是不可以借鉴
,

但是如何

借鉴 为什么我们文学理论教材在某种程度上仍给

人以拼凑之感
,

也就是说有些观点原理并非从文学

创作实践的大量感悟与评论中得出
,

而是直接拿来

充实到我们的教材当中来
,

有一种牵强之感
。

如果

我们回头翻一翻古人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
,

翻一翻

西方文论中美学家的理论著作
,

有哪一位不是针对

他们时代的现实创作进行理论的总结呢 有哪一位

不是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审视文艺作品的现状呢

读了他们的书让人情有所感
、

思有所得
,

收获很大
。

第三个问题
,

有些
“

概念
” 、 “

原理
”
的界定

并不是从作品上升到理论
、

规律
,

有拼凑之嫌
,

并

不代表概念本身的内含
。

如
“
文学是显现在话语含

蕴中的审美意识形态
” ,

是否揭示文学的特点 古

罗马文艺批评家朗吉弩斯 《论崇高 》不是文学
,

是

理论著作
,

难道不可用话语含蕴
,

用审美意识形态

来说明 这一概念使人初看觉得很有新意
,

实际上

并未揭示概念本身的真正内含 学生学习 《文学概

论 》并不能提起很大的兴趣
,

我以为关键的原因
,

距离他们所知所想有些过远
。

如我给本科大四学生

开设 《西方文论》课
,

因为所讲都是西方美学史上

著名的文论家的著作
,

这是他们自己的研究成果
,

因此每讲一篇学生都很受触动
,

也很有兴趣
,

自己

也很有激情 由此我想到的是我们的理论缺少研究

性
,

缺少真正研究性的学术成果
,

而我们的教材给

人感觉则是想把一切新的东西吸纳进来
,

然后统摄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与意识形态的艺术观点

下
,

着实让人感到不甚协调
。

现在学术界
,

对文学理论课程到底向何处去
,

意见不一
。

有的人主张取消文学理论改成古代文论

或西方文论
,

这种做法大概也考虑到文学理论弊病

所在 但古代文论也好
,

西方文论也好都是他们所

处的那个时代研究的学术成果
,

如此说来就等于否

定了当代文论的存在
。

当代应有当代文论
,

由于改

革开放
,

我们接受西方的东西过多
,

但我们一下子

失去了自我
。

西方有西方的当代文论
,

我们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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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有我们自己的当代文论 这是值得理论家们反

思的并且我认为这种倡导方法也是不可取的
,

唯古

人是从
,

唯西方是从
,

实际上是贬低自己的表现

另有一些学者们认为应融合中国古代
、

西方与马克

思主义文论综合出我们自己的文论
,

这种做法是可

取的
,

但是如何融合
,

又是复杂的而非简单的问题
。

我想任何一种理论的概念范畴与原理都不是永恒的

而是相对的
,

为什么不能将它的当代性揭示出来

呢 这项工作很值得一做
。

三
、

教材改革的目标与方向

面对 自世纪的科技先行
,

教育先导的社会

发展主流
,

高师院校人才培养目标与模式有了明显

的转换
, “ 宽口径

,

厚基础
,

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

才
” 为高师院校的课程教学改革提供了方向

。

课程

的教学改革
,

在新制定的教学计划与大纲的指导下

已拉开了序幕
,

课时相应缩减
,

必然涉及到教学内

容的精选 如 《文学概论 》课时则从原来的 学时

缩减为 学时
,

如何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把本门课程

的主要内容传授给学生
,

为此
,

对教材的改革就显

得尤为重要
。

教学方法是服务于教学内容的
,

使学

生真正在教师指导下
,

找到最佳方法
,

把握主要内

容
,

教材应有一定伸缩性
、

适用性与可理解性
,

便

于教师讲解
,

也便于学生自学
、

教材编写应侧重总结规律性的东西
,

既要考

虑到一般
,

又要考虑到特殊
,

两者之中
,

把握特殊

尤为重要
。

任何理论都是文学创作实践的总结
,

升

华为规律
、

原理
,

对古今文学理论中最一般规律
,

这一点教材做到了
,

也是大家熟知的了
,

但能否提

出一些特殊的问题
,

这是教材应着重思考的
、

教材本身应有前瞻性
,

随时总结当代文学中

的创作成果
,

进而上升到规律层次
,

尤其应加大对

现实的当代作品的研究力度
、

教材的编写应考虑到大学一年级学生的特

点
,

强化一下形象性
、

生动性
,

避免一开始就进入

抽象的概念
、

原理系统
,

否则学生的兴趣一下被封

杀
,

再想调动也只是徒然 本教材的特点
,

学生一

开始接受文学理论都认为 “ 天书
”
一般难以理解

如何使他们迅速进入学习状态
,

也是编者应思考的

问题
,

而且对文学本身一开始定位于文学的意识形

态是否会把学生全方位的思维限定在狭窄的意念之

中
,

不利于学生思维的发散
,

也无助于学生对理论

知识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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