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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学研究的功用
马 兰

（云南开放大学 云南昆明 650599）

【摘 要】 我国文学发展历史悠久，从古代发展至今文学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与社会发展和人类生活
关系紧密。关于文学研究应当注重文学艺术与现实人生的结合，深入研究文学在社会中的功用与价值。本
文首先介绍文学研究的属性，指出文学研究的功用，并探索文学研究的路径，以关注社会矛盾中各个人物
的命运，深刻的挖掘人物的内心情感，展现和思考人的本真状态，促使文学作品获得充盈持久的生命力。

【关键词】 文学研究；功用价值

DOI: 10.18686/jyfzyj.v3i2.35285

优势，有助于文学价值的不断积累。

2.2 文学现象阐释的价值
文学理论是对文学现象的直接阐述，也是文学研究

的重要对象。以古代文学理论为例，因为没有时代的差

异性和语境上的隔阂，又具备了现代文理论不具备的直

接性和有效性，因而具有“以古释古”的阐释方法更具

效果，从而彰显我国文学理论的价值性。对文学理论历

史化、知识化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挖掘和了解不同时

代的文学现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3 社会政治的价值
文学理论最主要的价值就是社会政治功能，自古至

今备受文学家们的重视。文学理论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能够直接参与到现实的政治斗争中，起到很好的社会政

治功能。不管是孔子提出的“事君”“事父”，还是近代

康有为的《康子篇》等，这些文学作品都是较为典型的

政治观点，为文学服务社会和政治提出要求，并承担着

推动社会发展的使命责任。

在文学作品中，也有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批判，对积

极进步价值观的提倡与推崇。基于此，很多文学家也提

出了“邦国”“经国”“劝善惩恶”等观点，都体现了文

学理论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功能。

2.4 思想文化的价值
文学理论有着丰富的内涵，有助于帮助人们更深刻

的地了解历史和认识自我，并从中汲取积极的正能量。

同时也为后期文学创作提供参考和比较，引导新时期文

学理论的发展。

不管哪个时期的思想，其正确性、准确性都需要经

过历史的检验。只有经过历史证明的思想才能为文学创

作指明方向，并在不断的反思总结中推断出文学作品的

逻辑性、合理性及正常性。新时代文学理论基于历史逻

辑之上，如此才能确保文学创作的真实性。由此，当前

流行的大众文化，不管是从写作层面出发，还是阐述层

面，都要密切联系历史环境。总之，文学理论中的思想

文化价值，对于一些偏颇的思想能够起到匡正的作用。

2.5 审美娱乐的价值
文学研究的文学价值体现在审美娱乐方面。以《左

传》《诗经》等文学作品为例，其中就蕴含了审美价值，

文学作品的审美娱乐包括两个方面，分别为“自娱”与

“娱人”，两者意义深远。

一个时代的社会状况，一个人的生存状态都将影响

到作家的创作情怀，文学研究的意义就是走近历史了解

和探究作家的生存环境及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1  文学研究的属性和要素

1.1 文学研究的属性
文学研究的属性主要从文学与历史两个属性着手，

一方面是对文学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对历史的深入挖掘，

文学作品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层的生活。因而

在文学研究过程中，将对文学的研究与对历史的研究的

结合，才促使文学研究实现其特殊性。

1.2 文学研究的要素
关于文学研究的基本要素主要涵盖了艺术感受、文

献积累及理论素养等综合素养。首先，文学创作建立在

才华的基础之上，而文学研究也需要才能的支撑，文学

研究如若缺少艺术感觉，那么针对文学作品的研究就会

呈现一种麻木状态，不利于文学研究的发展。将文学创

作中感性的思维运用理性的语言进行表达，这才是文学

研究的关键。

其次，文献积累，书本知识不断积累，但是埋头苦读

并不能真正学习和解决问题，关键还是要学会深入的思考。

最后，文学研究的理论素养培养，并不是立竿见影，

需要在时代的新旧发展中寻找到自身的立足点，培养理

论素养，推动文学学术研究的发展。

2  文学研究的功用

2.1 文化内涵的价值
我国文学作品理论中，主要囊括了政治、史志、杂

话等非自觉性理论。即便是像《文心雕龙》，虽然是纯粹

性的文学作品，但是其中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并从比

较客观立场为现代化阐述留下思考和探讨的空间，在不

断的探索中形成了儒、释、道等多维度的研究。或者从

民俗、历史、音乐、绘画、文献等学科进行探讨和分析。

关于文学研究从文艺心理学出发，提出具有见解性、科

学性的观点。以古代文学研究为例，这是一门较为传统

的学科知识，不仅具备超积累研究现象，而且学术人口

超编严重。不过，由于内容丰富，能够提供多元化的学

术话题，所以在文学研究中不至于出现“学术撞车”或

者面临“词穷”的问题，这也是古代文学研究所独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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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学研究的路径

不管是对社会阶层的研究，还是对物质环境的研究，

两者都与文学研究有着较大的察觉。面对我国丰富的文

学资源，文学研究首先还是要还原历史，站在一个更高

的视角看到历史的发展历程。

3.1 文献学方法研究
文献学是走进历史的一个重要途径，当前我国学科

划分越来越细，传统学科分为文、史、哲，而中文系分

为语言与文学，文学化分为古代、现代和当代，古代又

分为不同的朝代。由此可见，我国文学缺少整体观念。

针对这个问题，各个高校教育开始积极探索综合教育，

但实际上也只是拼盘教育，停留在表面。

对于我国文学的研究基本的途径就是文献学方法，

其分为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其中古典文献学涵盖

了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等知识。

第一，目录学又被称为学术导游图，方便图书馆中

查阅资料，是文学研究的关键；第二，版本学问需要去

图书馆解决；第三，校勘是文学研究中阅读整理书籍最

基本的方法，在比较异同中发现和解决问题。此外，文

字、音韵和训诂也十分重要，如若没有文字学知识支撑，

就会阻碍读书。

3.2 史学的研究
史学是深入挖掘和了解历史的辅助学科，例如历代

职官、历史地理及年号名讳等。例如《中国管制大辞典》

《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里面的历史地理具有实用

性。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文化特色不同，因而在文

学创作中不同地域的作品彰显不同的特色。

重视文献史料是文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很多学者指

出要高度重视对作家的书信、日记、回忆录、旧笔记

等的整理和研究，由此，越来越多的研究学者注重发掘

史料。不过，在史料的探析研究中，要打破传统观念的

误区，倘若针对一个问题争论良久依然得不出结论，那

么最好的方法就是重新回到史料中寻找更丰富的信息资

料，如此自然能够得出结论。在文学研究中重视史料的

重要性，但是也不要唯信史料。在文学研究中要从史

料中走出，从中发现存在的问题，以创新的观念不断 
超越。

在不同新观念的影响下，史料也会呈现出不同的意

义，进而推动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传统文学的研究主

要针对文学思想与语言形式，将作家作品作为研究中心。

新兴文学制度主要包括文学形式、语言形式及作家作品，

主要探析文学思潮，分析作家作品创作背后的文学形式，

研究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同时，认识到传统文论的

封闭性与现代文学的创造性，在文学研究中积极引入西

方理论和传统的文论，客观认识这些因素之间的差异性，

以在文学研究中创造新的价值。总之，唯有文学观念更

新了，才能推动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

3.3 制定科学有效的读书计划
具备扎实的文学基础知识后，可以再制定一个科学

有效的读书计划，对于文学的研究每个时代都有属于每

个时代的学问特色，因而要满怀学术报复，以学术发展

眼光去整合资源和推陈出新，积极吸纳先进的文学理论，

不断反思新时代文学发展的趋势。

文本细读也体现了文学研究的功底，文本细读是文

学研究者的独特身份。对此，在文本细读中首先要重视

文本的语言性，文学是语言的世界，语言是文学的骨肉，

这就构成了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分。文学语词与文学意象

在文学作品中，两者有着不同的阐释，因而形成文学语

言的独特性和复杂性等特点。在文学研究中不能盲目自

信，以避免阅读时忽略语言的独特性；其次，在文本细

读时充分发挥主体体验，在读书过程中不仅发现文本，

更是对主体的检验。由此文学研究不能停留在观念、方

法和材料之上，最终还是要关注研究主体的差异性，是

研究者在文本阅读过程中，对材料内容和信息的理解。

唯有一个强大的主体，即便是针对一个陈旧老套的旧文

本，也能够带来全新的解读；再者，在文本阅读过程中，

就是读者与文本的对话，以一种细腻、充分的心态完整

的阅读文本，不能停留于表面，而是在阅读过程中进行

感触的延伸；最后，不管是研究史料，还是探索新观念，

文学研究者都要擅长文本细读，树立一个较高的目标，

深入挖掘史料知识的同时，还要不断创新观念，重视对

文本的细读和阐释，三者有机结合才能取得创新性的研

究成果。

4  结论

文学研究的目的就是以一种突破以往的思维，反思

文学作品的创作目的和意义，用以体现文学作品对人的

终极关怀和探索。本文探讨分析文学研究的属性和要素，

从多个方面介绍文学研究的功用，并就如何开展文学研

究提出相应的路径，以加深人们对文学研究的深刻认知，

为新时代文学创作与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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