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文摘要 

中國文學史著作的撰寫及其功能 

——以讀者爲中心的研究 

郭英德(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 

以閱讀需求爲標準，中國文學史著作的讀者大致可以劃分爲以下四個群體：

（一）大專院校文科（主要是中文系）學生；（二）大專院校文科（主要是中文

系）教師；（三）社會科學、人文科學（主要是文學）研究機構研究人員；（四）

一般文學愛好者。從實用的角度來看，不同的讀者群體出於不同的用途和不同的

目的，在總體上，對中國文學史著作會産生並提出不同的閱讀需求。 
大專院校文科（主要是中文系）的學生，以學習中國文學史課程爲目的，所

以他們要求中國文學史著作必須篇幅簡明，重點扼要。篇幅簡明方能便於閱讀，

重點扼要方能便於考試。經濟型、規範性，這是學生所需求的中國文學史著作的

基本特徵。 
大專院校文科（主要是中文系）的教師，以講授中國文學史課程爲職業，所

以他們要求中國文學史著作必須資料豐富，論述翔實。資料豐富方能便於備課，

論述翔實方能便於講授。豪華型、豐富性，這是教師所需求的中國文學史著作的

基本特徵。 
與學生和教師不同，社會科學、人文科學（主要是文學）研究機構的研究人

員，以學術研究爲職業，所以他們要求中國文學史著作必須見解高超，新意叠出。

見解高超方能啓人深思，新意叠出方能引起興趣。新奇型、思辨性，這是研究人

員所需求的中國文學史著作的基本特徵。 
至於社會上的一般文學愛好者，他們閱讀中國文學史著作，可以而且往往不

帶任何功利的目的，而僅僅是爲了滿足感性的審美需求或求知欲望。所以，他們

要求中國文學史著作必須內容生動，文字活潑，內容生動方能滿足閱讀要求，文

字活潑方能激發閱讀興趣。審美型、感受性，這是一般文學愛好者所需求的中國

文學史著作的基本特徵。 
從功能的角度來看，不同的讀者群體對中國文學史著作還有著共同的需求，

即通過認識文學史的發展歷程，瞭解歷史，增長知識，開闊眼界，更新思維。因

此，知識的傳播和價值的導向，無疑是中國文學史著作的主要功能。知識的傳播

和價值的導向可以在現實社會中産生巨大的正面功能，也不可避免地同時産生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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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功能。 
無論就其正面功能還是就其負面功能而言，中國文學史著作都必須不斷地重

寫，而不能滿足於舊著新刊。但是這種重寫，必須有繼承，有反思，有淘汰，有

超越。更重要的是，這種重寫必須體現出撰寫者的個人風格，浸透著撰寫者的個

人性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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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史著作的撰寫及其功能 

——以讀者爲中心的研究 

郭英德 

一 

20世紀以來，爲了教學與研究的需要，中國生産了數以千百計的中國文學史
著作。僅陳玉堂《中國文學史書目提要》一書，便著錄了 1949 年以前編撰的中
國文學史著作 300餘種1。據稱，截止 1994年，海內外中國文學史著作已達 1600
種以上2，這個數位還將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可以說，中國文學史著作已經

成爲一種特殊的寫作範式，並始終發揮著巨大的社會文化功能。 
中國文學史著作的分類，可以有各種不同的標準。從讀者的角度看，以閱讀

需求爲標準，中國文學史著作的讀者大致可以劃分爲以下四個群體：（一）大專

院校文科（主要是中文系）學生；（二）大專院校文科（主要是中文系）教師；

（三）社會科學、人文科學（主要是文學）研究機構研究人員；（四）一般文學

愛好者。 
不同的讀者群體可以選擇各種類型的中國文學史著作，同一群體的讀者也不

一定就選擇同一種類型的中國文學史著作。因爲只要中國文學史著作一進入圖書

流通渠道，就成爲一種特殊的商品，讀者便有了購買和閱讀的選擇自由，這是不

以編撰者、出版者或銷售者的意志爲轉移的。編撰者、出版者或銷售者可以有意

識地針對某一讀者群體，組織編寫乃至宣傳、推銷某一種類型的中國文學史著作

或某一部中國文學史著作，但是讀者的購買意向卻往往是難以逆料、不可預測

的。在中國文學史著作的編撰者、出版者、銷售者與讀者之間，供求雙方的對話

往往具有很強的隨機性，受到時代、地域、階級、年齡、性別、職業、興趣、愛

好等等諸種社會的或個人的、理性的或感情的複雜因素的制約。 
然而，一部中國文學史著作的撰寫，卻不應該、也不可能以適合所有的讀者

                                                 
1 陳玉堂（1986）：《中國文學史書目提要》，合肥：黃山書社。 
2 參見黃文吉（1996）：《臺灣出版中國文學史書目提要（1949～1994）》，臺北：萬

卷樓圖書有限公司，附錄“中國文學史總書目（1880～1994）”。可參看吉平平、黃曉靜

（1996）：《中國文學史著版本概覽》，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該書爲陳玉堂書的續編，

收錄 1949-1991年內地出版的中國文學史著作 578部，其中多有黃文吉書未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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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的需求爲職志，甚至不應該、也不可能以適合多種讀者群體的需求爲職志。

面向所有讀者群體的中國文學史著作，決不會是成功的文學史著作；面向多種讀

者群體的中國文學史著作，也很可能成爲蹩腳的文學史著作。俗話說：“衆口難

調”。如果有一位廚師立志以調和衆口爲職志，他要麽無所適從，要麽只能烹調

出酸甜苦辣五味俱全的大雜燴。中國文學史著作的撰寫也是如此。 
因此，要成功地撰寫一部中國文學史著作，就必須首先爲該著作的讀者群體

定位：它主要是寫給誰看的？或者，它主要是爲誰寫作的？ 
從實用的角度來看，不同的讀者群體出於不同的用途和不同的目的，在總體

上，對中國文學史著作會産生並提出不同的閱讀需求。下文便以中國古代文學史

著作爲例，就中國文學史著作的四個群體的閱讀需求情況，略加說明。 

二 

大專院校文科（主要是中文系）的學生，以學習中國文學史課程爲目的，所

以他們要求中國文學史著作必須篇幅簡明，重點扼要。篇幅簡明方能便於閱讀，

重點扼要方能便於考試。 
文科學生大多不願意接受篇幅過於龐大的中國文學史著作，因爲那將過分地

佔用他們極其有限的寶貴的閱讀時間，加重他們的學習負擔。他們在學期間要學

習數以十計的各門功課，積累數以百計的學分，而他們每天除去必要的活動和生

活以外，可以用來學習的時間卻是極其有限的，所以每門功課不可能分得充裕的

閱讀時間。對他們來說，大部頭的中國文學史著作實在是不堪重負的。 
同時，大多數文科學生也不需要汪洋恣肆、論點奇特的中國文學史著作。因

爲這種文學史著作，只會使他們如墮入五裏雲霧之中，茫茫然無所適從，而不便

於他們提煉要點，掌握重點，以期舉一反三地對付期中考試或期末考試。對他們

來說，知識的學習和積累固然非常重要，但是更爲現實的卻是如何在考試中得到

優異的成績。 
因此，經濟型、規範性，這是學生所需求的中國文學史著作的基本特徵。 
20世紀 60年代初遊國恩等主編的全國統一文科教材《中國文學史》3，之所

以在內地高校中近四十年來長銷不衰，成爲學生學習和考試的範本，其中一個重

要的原因，就是因爲它是典型的“教科書”。該書的篇幅大小適中，約 86.4 萬
字，供學生一年至二年學習期間閱讀學習。在內容設置和敍述方法等方面，該書

都有一定的規範，如：全書按時代先後分爲九編，每一編前列“概說”，對特定

歷史時期的社會文化背景和文學發展線索作提綱挈領的概括；全書主要以作家、

作品列章節，一流的作家、作品出專章，二流的作家、作品出專節；作家、作品

的論述大致分成四個板塊，即作家生平思想、作品思想內容、作品藝術成就、作

                                                 
3 遊國恩等主編（1963）：《中國文學史》（全四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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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作品的地位和影響；每一個問題下，都條分縷析，眉目清晰；如此等等。這些

不成文的規範，成爲 20 世紀 60 年代以來內地編撰中國文學史教科書的不二法
門，不僅通代文學史是如此，斷代文學史、分體文學史也是如此。可以說，該書

幾乎成了中國文學史著作編撰者的“依樣葫蘆”。 

三 

大專院校文科（主要是中文系）的教師，以講授中國文學史課程爲職業，所

以他們要求中國文學史著作必須資料豐富，論述翔實。資料豐富方能便於備課，

論述翔實方能便於講授。 
對大專院校文科（主要是中文系）教師來說，他們在講授中國文學史課程時，

與其說需要的是一部高水準的學術著作，不如說更需要一部內容充實、條理清楚

的“教案”，以便他們備課和講授時參考、選擇、採納。一部中國文學史著作的

內容充實，便要盡可能地包容有關文學史問題、文學史現象的詳盡的資料和詳盡

的觀點；一部中國文學史著作的條理清楚，便要盡可能地對有關的文學史問題、

文學史現象擘肌析理，層次分明，邏輯嚴密。 
因此，豪華型、豐富性，這是教師所需求的中國文學史著作的基本特徵。 
20世紀 90年代郭預衡主編的多卷本《中國古代文學史長編》4，就是教師所

需求的中國文學史著作的難得範本。該書深受中國傳統的學術史著作體例的滋

養，採用清初黃宗羲的《明儒學案》、民國間鄧之誠的《中華二千年史》等著作

的編撰方法，每一章節的內容，大都由提綱挈領、條分縷析、細密詳盡的若干條

目組成；而每一個條目之下，編者都引錄了相當豐富的原始文獻資料，包括作家

傳記、歷代詩文評、筆記雜錄等，頗資讀者參考使用。條目好比全書的骨架，資

料好比全書的肌肉，全書顯得骨肉停勻。該書的條目給教師提供了可以展開的問

題，資料則給教師提供了進行論述的依據，全書功能齊全，便捷實用。 
相比較而言，教師所需求的中國文學史著作介於學生所需求的文學史著作與

研究人員所需求的文學史著作兩者之間。他們所需求的中國文學史著作，一方面

在敍述內容上不宜過分超出“教學大綱”，因爲“教學大綱”是課程講授之

“本”；另一方面在參考資料和闡述問題上卻應力求詳盡，以便他們參考採擷。

尤其是對重要的作家、作品、文學流派、文學思潮等問題，在中國文學史著作中，

更要求有豐富的資料和細密的闡述，以便給教師提供足夠的資料的幫助和闡釋的

啓發。 

                                                 
4 郭預衡主編（2000）：《中國古代文學史長編》（5卷本），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

版社。按，此書各卷陸續出版，最早的兩卷（隋唐五代卷和宋遼金卷）由北京師範學院出版

社於 1993年出版，全書 5卷於 2000年出齊。 

 5



四 

與學生和教師不同，社會科學、人文科學（主要是文學）研究機構的研究人

員，以學術研究爲職業，所以他們要求中國文學史著作必須見解高超，新意叠出。

見解高超方能啓人深思，新意叠出方能引起興趣。 
社會科學、人文科學（主要是文學）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最難以容忍的是平

庸膚淺的中國文學史著作。他們不缺乏豐富資料的積累，對他們來說，佔有豐富

的文獻資料幾乎是探囊取物；他們也不欣賞翔實論述的展開，在他們看來，翔實

無餘的論述反而容易束縛活躍的思維。他們在閱讀中國文學史著作時，更希望看

到的是他們所未能提出的見解，也更希望發現他們所未曾想到的新意，哪怕這些

見解和新意是“片面真理”，甚至是“離經叛道”的。他們閱讀中國文學史著

作，追求的是一次思想的充電，也是一次精神的提升。 
因此，新奇型、思辨性，這是研究人員所需求的中國文學史著作的基本特徵。 
王水照主編的《宋代文學通論》5，就是一部視角新穎、立論警策的中國文學

史著作。該書採用文化闡釋學和歷史敍事學相結合的方法，圍繞宋型文化及其基

本精神爲核心，深入研究宋代的文學現象及其歷史發展過程。全書以專題的方式

組織整體框架，分爲“文體篇”、“體派篇”、“思想篇”、“題材體裁篇”、

“學術史篇”五個部分，形成板塊整齊、各部分相對獨立而又互爲參證的有序結

構。這種相當規範也相當活潑的史論結合的寫法，給全書塗染上濃烈的理論色

彩。因此，這部中國文學史著作處處能給研究者以深刻的啓發。 
當然，這種研究型的中國文學史著作的寫法，對讀者有一定的苛刻要求，即

讀者必須在中國文學史研究，至少是中國文學史的專題研究方面已經有了相當豐

富的知識儲備和理論儲備，否則就不容易讀懂、讀通。俗話說：“外行看熱鬧，

內行看門道。”這種研究型的中國文學史著作，要求它的讀者是“看門道”的內

行。對於內行來說，這種新奇型、思辨性的中國文學史著作，不啻爲一種激發讀

者內在的學術創造力的動能，一種調動讀者活躍的學術想象力的觸媒。 

五 

至於社會上的一般文學愛好者，則與學生、教師和研究人員都迥然不同，他

們不需要考試，不需要備課，也不需要研究。他們閱讀中國文學史著作，可以而

且往往不帶任何功利的目的，而僅僅是爲了滿足感性的審美需求或求知欲望。所

以，文學愛好者要求中國文學史著作必須內容生動，文字活潑，內容生動方能滿

足閱讀要求，文字活潑方能激發閱讀興趣。 

                                                 
5 王水照主編（1997）：《宋代文學通論》，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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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乃斌主編的《中華文學通覽》6，就能以短小的篇幅、精彩的敍述和活潑的

文筆，達到引人入勝的審美效果。該書按歷史朝代，共分 10 卷，即先秦卷、漢
代卷、魏晉南北朝卷、唐五代卷、宋代卷、西夏遼金卷、元代卷、明代卷、清代

卷、近代卷。全書各卷不追求體系的完整性，而是分篇立題，每篇短小精悍，行

文流暢風趣，力圖“以淺顯而生動的文字，系統地介紹中國文學史知識，和讀者

一起在此範圍內作一次愉快而又富於情趣的旅行，給讀者以領略古典文學的享

受，讓他們能夠輕輕鬆松地讀下去，在不知不覺獲得知識，受到感染”。該書致

力於“在古典文學和當代讀者之間建築起一座聯繫的橋梁”（均見卷首董乃斌

《主編的話》），使讀者與古人、古事、古書輕鬆地對話，在春風拂面、細雨潤

物中，不知不覺地受到熏染和陶冶。可以說，這是一部中國文學史，但又不同於

一般的中國文學史或中國文學史話，而是一場古人與今人的心靈交流、精神對話

的文字記錄。 
一般文學愛好者面對的是豐富多彩的文學書籍，有詩歌、散文、小說、戲劇，

有中國的文學作品也有外國的文學作品，有古代的文學作品也有現代的文學作

品。在眼花繚亂的多元閱讀選擇中，中國文學史著作要在一般文學愛好者的閱讀

書目中佔據一席之地，要使他們“青眼聊因美酒橫”，就必須具備與文學書籍相

類似而又別具一格的審美品格，以便滿足他們獨特的審美需求和求知欲望。 
因此，審美型、感受性，這是一般文學愛好者所需求的中國文學史著作的基

本特徵。 
撰寫一般文學愛好者所需求的中國文學史著作，就像撰寫科普讀物一樣，並

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它要求撰寫者既富有豐贍的學養，又擅長優美的文

采，既要仰賴深厚扎實的學術功底，又需馳騁天馬行空的藝術思維。普及型中國

文學史著作的撰寫者，應該既是一位專家學者，又是文學作家，可謂“一身而二

任焉”。 

六 

當然，爲了有針對性地撰寫中國文學史著作，而對不同的讀者群體作相應的

定位，這僅僅是出自於實用的目的。其實，從功能的角度來看，不同的讀者群體

對中國文學史著作還有著共同的需求，即通過認識文學史的發展歷程，瞭解歷

史，增長知識，開闊眼界，更新思維。 
因此，知識的傳播和價值的導向，無疑是中國文學史著作的主要功能。 
中國文學史著作的撰寫和傳播，其主要的功能，首先是要讓讀者通過閱讀，

得以學習和瞭解中國文學史的一些基本知識，如著名的作家、著名的作品、重要

                                                 
6 董乃斌主編（1997）：《中華文學通覽》（10卷本），北京：中華書局；香港：中

華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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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學流派、重要的文學思潮、重要的文學事件等等。這些中國文學史的基本知

識，是歷史的薪火，是傳統的精華，是延續歷史、重建傳統所不可缺少的。作爲

一個中國人，我們怎麽可以數典忘祖呢？對於現代人來說，歷史不僅是遙遠的

“過去”，也是親密的“現在”，它與我們息息相關，是我們的“存在之源”。 
其次，中國文學史著作的撰寫和傳播，也試圖讓讀者通過閱讀，得以認識和

體會中國古代文學遺産的一些重要文化價值，如對社會的認識、對人生的思考、

對生命的體驗、對自然的描繪、對語言的運用、對審美的追求等等。這些文化價

值往往具有某種跨時代的永恒性和跨地域的普泛性，既是人類所共同珍視的精神

産品，也是人類所賴以發展的精神基礎。 
毋庸置疑，知識的傳播和價值的導向可以在現實社會中産生巨大的正面功

能。知識的傳播，可以使一代一代的文科學生和文學愛好者避免對歷史的無知，

也可以使教師和研究人員及時跟上學術研究的進展。知識的綿延不絕，不僅僅有

助於學術的積累和研究的推進，也有助於提高人類的精神修養。另一方面，價值

的導向，可以使一代一代的文科學生和文學愛好者培養有益的價值觀念，也可以

使教師和研究人員不斷地對自身原已形成的價值觀念進行反思和更新。 
但是，知識的傳播和價值的導向也不可避免地同時産生負面的功能。中國文

學史著作的撰寫，或者出自於政府的組織而染上官方的濃厚色彩，或者由於學者

的參與而披上學術的神聖外衣，這就使得中國文學史著作往往具有意識形態權威

性的特徵。中國文學史著作的這種權威性特徵，使它們在傳播知識、引導價值時，

容易誤導讀者不假思索地接受知識，認同價值。於是，一些錯誤的歷史知識因此

而以訛傳訛，陳陳相因，“謊言重復了一千遍就成爲真理”；一些錯誤的價值觀

念也流布廣泛，成爲人們的思維定勢，根深蒂固，牢不可破。 
由專家學者編撰的中國文學史著作。往往顯示出特有的意識形態話語權力，

滲透到讀者的心靈深處，制約著讀者的思維習慣。這種對讀者的滲透和制約，有

可能導致讀者消蝕了本應具有的對歷史知識和價值觀念的懷疑精神和探索精

神，甚至可能導致讀者放棄了思考的權利。由於從衆心理的強烈驅動，讀者常常

不由自主地淡忘，所謂“官方灌輸”或“學術界公認”的東西，並不一定就是正

確無誤的事實或真理；所謂“官方灌輸”或“學術界公認”的東西，往往也有其

時代的局限、社會的局限或認識的局限，它決不應該是一成不變的。因此，迷信

這種“官方灌輸”或“學術界公認”的中國文學史著作，成爲大多數讀者的心理

常態。 
無論就其正面功能還是就其負面功能而言，中國文學史著作都必須不斷地重

寫，而不能滿足於舊著新刊。但是這種重寫，必須有繼承，有反思，有淘汰，有

超越。更重要的是，這種重寫必須體現出撰寫者的個人風格，浸透著撰寫者的個

人性靈。古人認爲，詩中不可以無我，詩人應該“不失其赤子之心”，對中國文

學史著作，對中國文學史著作的撰寫者，我們也應該提出同樣的要求：中國文學

史著作不可以無我，中國文學史著作的撰寫者應該“不失其赤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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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 80年代以來，“稗販”式的中國文學史著作充斥內地的文化市場，
流毒甚廣，實在必須加以杜絕。尤其不能因爲這些中國文學史著作僅僅作爲“教

科書”就網開一面，因爲“教科書”更具有權威的面貌，必然對讀者造成更爲巨

大的的負面影響。 
讀者就是上帝，上帝是不可愚弄，不可褻瀆的，這是中國文學史著作的撰寫

者應該具備的基本常識。 
2002年 2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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