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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艺学》

内容概要

《大众文艺学》内容：大众文艺学突破了文人文学和民间文学的框架，《大众文艺学》在论述中文学
和艺术并重、互相沟通、整合，力图阐释出大众文艺的完型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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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艺学》

作者简介

刘晔原(女)，吉林人，北京广播学院广播电视文学系教授、硕士生导师，广播电视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著有《大众文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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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艺学》

章节摘录

书摘    大众文艺之所以在亚文化层中扎根流布，引起他们的兴趣，也主要是娱乐性这种本质在起作用
。人们读大众文学作品，欣赏大众丈艺的各种综合艺术，目的是很明确的，这种目的既不是为了寻求
深刻的道理，也不是为了实现变化的超越。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追求精神娱乐，并通过这种娱乐得到休
息。这种要求既不庸俗又不低下，完全是正常的，我们无法也不应该否认娱乐对于人生的积极意义。
对于紧张地忙碌了一天或一周之后的人们来说，看看大众小说，轻松一下，从愉悦和满足之中，恢复
身心精力，平衡生活的差误，调节自我的节奏，这本身便是一种积极的目的。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马
林诺夫斯基通过对成年人的游戏的分析指出，在娱乐之余，对于社会组织、对于艺术、技巧、知识和
发明的发展；对于礼仪的伦理规律，自尊心理，及幽默意识的培养，也都有很大的贡献。    古往今来
，中国人的娱乐的要求一直被视为非正当要求，一些经典之中不仅不言娱乐，相反，则屡屡强调娱乐
的非正当性，对于学人是“业精于勤，荒于嬉”，对于大夫是“玩物丧志”。坐卧起居，皆要存大道
，明大理，行大义，居安思危，闭目思过，这种教育培养了中国人好静不好动的凝霞沉郁的丰体性格
，并以此自高自贵。相反，则视一切娱乐为小道、小技、贱业，为儒者所不为。辞赋可直抒胸臆，坦
白写出心中事、眼中景，无涉大道。所以视为“雕虫小技”，至于娱乐性突出的词曲及其他艺术活动
则视为贱业，从事此项活动的人甚至包括欣赏大众文艺的人都是低下的要不得的。如古代杂剧、院本
、南戏、诸宫调、弹唱、说书、歌舞的演员多被视为倡优．是贱者行业，而从事上述文艺形式及小说
创作者也被斥为末流，不屑同列，“邪淫不忍闻”“卑鄙叹成群”。所以，古代写小说者多不署真名
，艺人多取艺名，实也有避免玷辱祖宗之意在内。所以，我们如果把大众文艺和体现“经国之大业的
正统文学”相比较的话，似可以得如下结论：    文学曾以正统自居，它习惯于正统，侧重于审美教育
性，成为今天的文人文学。而大众文艺则是娱乐、趣味、消遣并行发展。正统文学的本质是说教，是
自我欣赏、重点以文字表述的文学；大众文艺的本质是娱乐，是满足大众娱乐需要，以大众欢迎为标
准的文学艺术并重的结合体；正统文学是高于欣赏者之上的师长、哲人，大众文艺则是融入欣赏者之
中的朋友、同事、乡亲。大众文艺的娱乐本质的恢复与重生，是对正统文学蔑视娱乐性的冲击，是对
文学本质功能的重新认识和补充。    大众文艺这种寓教于乐的功能的确立是从接受者的文艺欣赏活动
实际出发的。    从欣赏者、接受者的角度来说，从娱乐的目的出发去读文学作品，欣赏其他文艺形式
，是主要的明确的目的。大众文艺是创作给广大读者的，这些读者多是文艺圈子之外的人，他们各有
自己的专业，各有自己的工作。他们之中，有志于文艺创作，从而有目的地进行各种文艺方法的比较
借鉴者很少，他们欣赏文艺作品，是精神境界的转换，也是体力上的休息。因而，不论伟人还是农工
，大都不例外。1962年周恩来在《对在京的话剧、戏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中说：毛主席说，戏剧都
像开会那样，那还要戏干什么?毛主席不爱看话剧，因为话剧太像生活，又因为语言不够好。毛主席看
戏不像我们，他看戏主要是为了休息。伟人是这样，普通人更是这样，没有多少人专门为了自己受到
教育、深化思想去读文学作品、去看戏听曲。对文艺欣赏者来说，欣赏是休息，从娱乐中潜移默化地
获得知识、受到教育的。在娱乐性这一本质特征上，大众文艺是表现充分而又由来已久的，因而官才
能不用任何勉强使大众如影随形，自己也获得了不朽的生命力。        一般文艺作品都具有消愁解闷、
潜移默化的作用。这正是文艺作品的特点；从形式最简单的民间故事开始，就具备了这样的功能。恩
格斯年轻时代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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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总序新的世纪呼唤着新的学术，我们肩负着一份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    这套文艺学与美学丛书，是
我们献给新世纪的一份礼物！    文艺学与美学，闪烁着人类智慧的光华，历经了许多世代的升沉沧桑
，结下了无数睿智的硕果。20世纪是文艺学与美学多元互补的时代，也是较之以往世纪为人类提供了
更多的新的思想的时代。而在中国的20世纪的最后20年，文艺学与美学领域所发生的深刻变迁，却是
令世界学人瞩目的。    我们没有理由辜负这个时代。探索与发展是我们锲而不舍的追求！    广播学院
的文艺学与美学学科，也许还并不强大，也许还远没有“振臂一呼”的资格，但却聚集了一批学有所
长、勇于探索的学者。他们在耕耘，他们在掘进，他们在用生命的激情和理性的智慧来孕育强大的明
天。天时，地利，人和，为他们提供了发展的最佳契机。    为了支持文艺学与美学的学科建设，学院
领导倾注了大量心血，这套丛书就是在刘继南院长和其他院领导的亲自过问与支持下编辑出版的。    
“文艺学与美学丛书”的作者与主编，都是北京广播学院从事文艺学、美学及相关领域的教师。而这
套丛书中的《美学前沿》一书，是为了加强学术交流，汇集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
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农业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科研
单位专家学者的文章，在这里，编委会特向这些热情支持丛书的专家学者深致谢意！    受丛书编委会
的委托，丛书主编蒲震元教授、杜寒风副教授为丛书的组织、编辑工作，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丛书
共有八部，不求一律，但求一家之言。丛书酝酿组织时间不过一年有余，而各部书稿则皆为作者积年
研究所得。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丛书即将面世之际，我们期待着来自于广大读者的中肯
针砭与诚恳批评。如此，将是丛书之幸，作者之幸。    我们以这样一束素朴的小花，献给祖国的学术
事业！                                                 《文艺学与美学》编委会                                                        200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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