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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研究文学的思想政治教育 

功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两种学科视阈下的文学功能比较 

刘晓哲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摘  要]  文学所具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是不应该否认的。通过文艺学学科视阈下和思想政治
教育学科视阈下文学功能的研究比较，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方面，目前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视

阈下研究文学的价值及功能，使之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领域，是很有必要的；另一方面，这

种跨学科的交叉研究也是可能的。对于文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这一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学可以

借鉴文艺学既有的研究成果，在自身学科视阈内系统深入地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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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所具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是不应该否认的。

《家》、《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些小说，曾

影响了无数青年的价值观念与人生选择。中国共产党在长

期的实践中，利用文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也获得了许多

成功经验。在新的历史时期，文学对人们思想政治品德的

影响出现了新的特点。从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视阈对这些

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

建设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践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目前笔者查询到的相关资料看，对于文学的思想政

治教育功能的研究大都见于文学理论、文学评论和文学史

中，也就是在文艺学学科视阈下进行的。笔者试图通过对

在文艺学和思想政治教育学两种学科视阈下研究文学功

能进行比较，从而论证思想政治教育学借鉴文艺学既有成

果，研究文学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一、从文艺学学科视阈看文学功能 
及其社会功能 

文学的价值，即文学作品作为客体在各个方面或不同

层次对于主体（既有作品创作主体，又有阅读接受主体）

的需求予以满足的属性。而“文学价值的复杂内涵在文学

接受过程和文化活动中具体体现出来，便形成了文学的社

会功能。”[1](P242)与新兴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不同，文艺学

作为一门相对成熟的学科，对于文学的价值和功能研究，

已经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 
建国初对新中国文艺理论起着引路作用的两部苏联

文艺学译著——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和毕达可夫的

《文艺学引论》，强调的是文学的认识和教育功能；20 世
纪 60 年代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和以群主编的《文学
的基本原理》两部权威性文学理论教材，逐步使文学的社

会功能基本定位为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在 70
年代初的一些文学理论教材，如北京大学的《文学理论基

本问题》中，文学的政治功能突显出来，所有的文学问题

都以政治标准为主要标准，文学成为政治的工具和手段。

20世纪 80年代，学界开始对以往忽视文学审美功能的问
题进行反思，一些学者对以往过于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而

忽视审美功能进行反驳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出现了“纯

审美论”、“为艺术而艺术”等观点。是强调文学的审美功

能还是强调其社会功能？可以说，长期以来围绕文学的功

能问题始终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近年来对文学的价值和功能研究取得了新的成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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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学者肯定了文学价值的二重性。比如有的学者认为，

正如任何商品都是实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复合体一样，任

何文学作品也都是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复合体。[2](P48)

而对文学的审美功能在文学功能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也逐

步形成了共识。 
目前学术界在以下两方面的研究有了比较大的突破

和创新。一是不再将文学的价值和功能作平面化的理解，

认识到它是以审美功能为基本功能的一个立体化的功能

系统。“在这个过程中，最早发挥作用的是审美，不产生

审美的功能，文学就不成其为文学，而且就根本不可言其

功能。因为文学的功能，都必须以审美功能为依据，为前

提”，[3]“人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不论接受它哪一方面的影

响，总必须以审美体验作为它的心理中介”，[4]“其他一切

形式的文学价值，如果不附丽于、水乳交融地渗透于艺术

的审美反映及其价值结构中，都将会化为泡影。”[5](P332)在

审美功能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一个包括以下功能系列在内

的庞大功能系统：包括认识、启迪、预测、暗示等在内

的认识功能系列；包括政治和道德教育、鼓舞作用在内

的教育功能系列；包括心灵沟通、文化传播在内的交际功

能等；包括宣泄、补偿、感官刺激等在内的审美娱乐功能

系列。[6](P82-90) 
二是不再将文学的价值和功能作静态的理解，而是认

识到它是一个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而生成的，不断地做螺

旋式上升发展的动态系统。由于文学不是自在之物，其价

值也就不会天然地存在。文学价值须经由人来创造，再由

人来感受、实现。在这个过程中，创作主体、接受主体以

及他们所置身的复杂的客体世界都以各种方式为文学价

值注入自我特色，使其体现出复杂的结构与功能。文学价

值的生成与实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文本价值的生成，作

为文学价值生成的初始过程，是对生活价值（既有功利价

值，也有非功利价值）进行适当处理后以审美方式的体现，

但是因为文学文本在形成的过程中，还加入了作者植根于

生活中既已形成的价值观念及其自身的审美体验，所以当

文学文本形成时，已经不再是对生活价值的简单呈现或镜

面式的反映，而是加入了新的价值：一是对生活的引导，

文学引导生活，人生模仿艺术；二是对外部生活进行心灵

内化，使生活中直截了当的急切与平庸经由情感笼罩而闪

现迷人的色彩。文本价值生成之后，通过读者的阅读而实

现了价值向现实功能的转化。但这种转化也不仅仅是被动

的接受，读者总是以自己的生活体验、审美水平为前提来

感受作品，形成二次创造，读者在接受有用性的同时创造

了新的有用性。由此，价值在经由作家主体和读者主体的

共同介入后，首先产生了以人类求真向善为内涵取向的、

以丰富情感与生动形象为形式的审美愉悦功能。因此整体

上文学的作用是审美作用，继而又以各种形式体现出来，

一般认为它可以产生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娱乐功能等社

会功能。[1](P232-245) 
在文艺学学科视阈内，文学的社会功能并非是文学研

究的重点。比如说被作为经典文学理论著作的韦勒克和沃

伦的《文学理论》，其译者认为这部书的第一个重大贡献

就在于作者区分了文学的“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

并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文学的内部研究上。相对于文学的

“内部研究”（诸如作品的存在方式、叙述性作品的性质

与存在方式、类型、文体学以及韵律、节奏、意向、隐喻、

象征、神话等形式因素的研究）而言，“文学与社会的关

系”这样的问题是归于“外部研究”的，显然并非文学研

究的重点。同样，如果我们借用一些学者的形象比喻，比

如把文学按照自身方式形成、发展的规律比喻作“自律”

或“自转律”，把文学受时代、社会等外部力量影响的规

律比喻做“他律”或“公转律”，那么目前对于“他律”

或“公转律”的研究显然被置于边缘地位，其中还不乏一

些激烈的持否定态度的观点。 
需要指出的是，从文艺学科视角出发，我们可能没有

能力对这些现象作出评价，我们只是意识到，不管这个问

题在文学研究中的地位如何，它却有助于解决当前思想政

治教育实践中出现的困难。韦勒克和沃伦曾说过：“在文学

作品中，可能有许多成分就其文学作用而言是不必要的，

但仍旧使人感兴趣，或者具有其他方面的存在理由”。[7](P19)

我们应该充分发掘、借鉴并吸纳文艺学领域关于文学社会

功能问题的既有研究成果，并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角度对

这种功能的发挥进行思考和分析。 

二、从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视阈考察，文学的 
社会功能中有一部分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在文艺学视阈中研究文学的社会功能，一般认为它包

括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娱乐功能等。从思想政治教育学

科视阈来看，某种客体是否能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要

看其是否有助于解决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是否能够

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体系中发挥一定的作用。从思想政

治教育学科视阈考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是“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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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阶级对人们的思想品德的要求与人们实际的思想品

德水准的矛盾”，[8](P32)由此一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

容包括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

几个方面。那么，文学的社会功能中凡是能够在思想政治

教育过程中有助于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矛盾的，能够包

括在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领

域范围内的，就可以被认为是文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首先，从文学的认识功能来看。在文学的社会功能体

系中，认识功能是历来被强调，被置于重要地位的一项功

能。文学的认识功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从认识对象来划

分，它包括对客体世界的认识和人类主体的自我认识；从

认识层面来划分，它包括对事物表层的知识性认识和深层

的规律性认识；从认识的目的和内容来划分，它包括对“是

什么”和“为什么”的认识⋯⋯由此，形成了启迪、预测、

暗示、感悟等在内的审美认识功能系列。一部文学作品，

能使人们认识到的东西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大型叙事性文

学作品，如长篇小说，由于其叙事总是在一定的时代背景、

社会环境下展开的，因此，读者在读这些作品时，往往可

以感受或考察到特定时代的特定社会风貌，也可以了解一

些历史和社会知识。比如从《红楼梦》中可以看出我国很

早以前就有了土地买卖；看了小说《飘》，会了解美国的

南北战争。但这些知识性的认识，只是使文学充当了知识

教育的手段，或者说是以文学来图解知识，这种功能显然

不属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范畴。只有那些能够启迪人的

心灵、提高人的政治思想水平，使人获得思想力量，有助

于提高人的道德水平等方面的认识，才发挥了思想政治教

育功能。恩格斯曾说，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给我

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

越的现实主义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

（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

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

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9](P683-684)但是，恩格斯认为，

我们从《人间喜剧》中学到的更多东西却不仅仅是指这种

知识性的认识。继而他指出：巴尔扎克“描写了这个在他

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

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屈服，或者被这种暴发户所肢

解⋯⋯”[9](P684)在他看来，人们从《人间喜剧》中所认识

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格的扭曲，而不是一大堆历史事

件、经贸纪录和统计数字。这种对社会政治的认识，使人

们在思想水平上得到提高的认识，才是我们所说的思想政

治教育的功能。 
其次，从文学的教育功能来考察。关于文学的教育作

用，事实上没有哪个阶级不懂得利用文学作为自己政治观

教育和道德教化的工具。中国自古以来就意识到了文学的

道德教化功能，孔子论诗，有“兴、观、群、怨”之说，

所谓“群”，指的就是文学对影响群众、统一社会心理的

教育力量。《毛诗序》论文学的作用“先王以是经夫妇，

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10](P10)其后则更有“文

以明道”、“文以载道”之说。梁启超把文学的政治鼓舞作

用提到了很高的程度：“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

之小说⋯⋯”[11](P14-17)列宁认为革命的文艺能“教导人、

引导人、鼓舞人”。[12](P897)毛泽东则号召革命的文艺应当

“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

的武器”。[13](P848)文学还是政治家进行政治宣传和鼓动的

重要武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常常援引文学作品中的

人物作为自己论述的例证；毛泽东经常引用文学名著中的

故事和语言，并同现实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以增强讲话和

政治论文的生动性。这些都是典型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

体现。但与文学的认识功能相同，并不是所有的教育功能

都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比如一部文学作品也可起到知

识教育的作用，教师可以利用文学作品教授学生修辞学知

识，原版外文小说可以用来学外语。再如文学的审美教育

功能及文化教育功能等。尽管这些功能对陶冶人的性情、

提高人的综合素质是很有裨益的，但与提高人的政治思想

觉悟和道德水平等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并不完全一致。 
再次，从文学的娱乐功能来看。文学的娱乐功能中，

可以产生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通过娱

乐达到教育的目的，比如说周恩来倡导的“寓教于乐”，江

泽民提倡的“寓意于情”，指的就是在娱乐、轻松的同时获

得思想教益。还有一种情况是文学具有一种心理宣泄和补

偿作用，这与我们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心

理健康教育是吻合的。王蒙有一段话讲得很好：“文艺由

于它的虚拟性而有一种特殊的心理补偿作用。爱情生活的

不尽如人意使得人们更愿意一遍又一遍地去体验罗密欧

与朱丽叶、贾宝玉与林黛玉、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极

地探险、绝处逢生、艳福天降、豪门秘事、帝王生涯、剑

侠悍匪，直到天堂地狱、牛鬼蛇神、魑魅魍魉⋯⋯许多一

般人难以经历或根本不可能一睹而又对其或向往而不可得，

或恐惧而又好奇的领域氛围，人们靠文艺的体验而得了心

理补偿，这多半是有益身心也有益社会和谐稳定的。”[14]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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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一提的是，现在文学人类学领域开始研究文学的治疗作

用，有学者指出：“近 20年来艺术治疗在东西方各国迅猛
发展⋯⋯作家、艺术家、文学批评家等与精神医生之间的

传统职业分业正在逐渐淡化，文学与医学保健之间富有成

效的对话和互动正在方兴未艾地展开，身兼诗歌神和医药

神的阿波罗神话重新闪现出生命的活力。”[15](P18)诚如是，

则将开辟心理健康教育的新领域。但是，一些宣传迷信宿

命观点，渲染色情凶杀的文学作品，能够给人以感官刺激，

使人得到一定的快感，但并不能从中得到教益或心理愉

悦，这些功能显然也不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以上是以文艺学学科视阈下文学的社会功能为参照，

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视阈考察了文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功

能，可以认为，以审美为基础的文学的社会功能，其中有

一部分起到了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思想教育、政治观教育、

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的作用。因此，尽管文学的社会

功能并非全部归属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显然，文学可以并

且已经承担了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这一点是不能

否认的。 

三、两种学科视阈下文学功能的研究比较 

1．研究目的比较 
在文艺学学科视阈下研究文学的功能，关系到对文学

本质、文学创作规律、文学接受规律等重大文艺学命题的

理解和阐释。在文艺学视阈下研究文学的价值及功能，其

主要目的是指导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以此引导作家的创

作倾向和读者的阅读趣味，繁荣文艺创作。  
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视阈下研究文学的价值和功能，

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途径、载体、有效性等重要

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下研究文学的思

想政治教育功能，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对文学作品的使用，

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使受教育者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和精神风貌。 
无论是文艺学，还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对文学功能进

行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文学归根到底是人学，最终

目的是要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

目标是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二者并不矛盾，存在着最终目

的的一致性。 
2．指导理论比较 
在文艺学学科视阈下研究文学的功能，主要指导理论

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它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基本原理，考察和阐述文艺现象，不仅探讨了诸如

文艺的产生、文艺的社会本质、文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

用，以及文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等一系列根本问题，

而且探讨了文艺作品的构成、文艺掌握世界的特殊方式以

及文艺创作、文艺批评和欣赏等方面的重要规律。一般认

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有以下几个基本观念，即文学活

动论、文学反映论、艺术生产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和

艺术交往论等。[16](P14)这些理论成为文艺学学科领域研究

文学功能问题的基本指导理论。 
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视阈下研究文学的功能，主要指

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由于文艺学是

一门相对成熟的学科，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已经

比较深入和系统，而与之相比，思想政治教育学则是一门

新兴的学科，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

尚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的研究成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

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社会主义思想的灌输和

传播、党的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思

想政治教育等方面的基本观点作为指导思想政治教育研

究的基本指导理论。[17](P1-11)这些理论应当成为在思想政治

教育学科视阈下研究文学功能的主要指导理论。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还是马

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都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

体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尽管不同的学科有其不同的

理论基础，但从根本上说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完整而严密的

知识和理论体系。在研究中尽管侧重点不同，但同样都必

须遵循这一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 
3．研究对象的主客体比较 
在文艺学学科视阈中研究文学的社会功能，其研究对

象的主体是作者主体和读者主体，客体是所有文学作品和

相关的文学实践活动。 
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视阈中，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者

和受教育者，客体是纳入思想政治教育领域，进入思想政

治教育环节，能够发挥思想教育、政治观教育、道德教育

和心理健康教育等功能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实践活动。 
两个学科视阈所研究的对象中，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为：后者中的主体必然是前者的主体，而前者的主体不一

定是后者的主体。也就是说，在思想政治教育学视阈中对

应于文学客体的主体，必然是文艺学视阈下对应于作品客

体的主体，反之则不然。比如某教育者运用文学作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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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从而使文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得以发挥，那他必

然是一个读者或作者客体。反之当某读者仅仅把阅读文学

作品作为一种感官刺激时，这时他并非教育者或受教育

者。或许可以这样认为，文学领域的主体概念外延更广，

而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主体概念内涵更丰富。 
两种学科视阈所研究的对象中，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基本是前者包含后者的关系，一部文学作品肯定要产生社

会功能，但却不一定能产生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文学的思

想政治教育功能只是文学社会功能中的一部分。 

四、几点结论 

由以上比较，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方面，在文艺学视阈下研究文学功能和在思想政治

教育学科视阈下研究文学功能，二者的研究目的、指导理

论、研究对象都有所区别，不能以文学作品发生一般社会

功能的规律取代文学作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规律。

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视阈下研究文学功能，与以往在文艺

学学科视阈下的相关研究相比，二者的价值取向、思路和

方法都有所差别，不能以文学视阈的研究取代思想政治教

育视阈的研究。因此，目前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视阈下研

究文学的价值及功能，使之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轨

道，从而为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服务，是很有必要

的。 
另一方面，由于二者在最终研究目标及根本指导理论

上具有一致性，在研究对象上具有交叉或包容关系，又使

这种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成为可能。思想政治教育学完全可

以借鉴文艺学既有的研究成果，在自身学科视阈内进一步

系统深入地研究文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文学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及功能，在思想政治教育过

程中是如何生成的？它曾经产生过的历史作用和在当今

时代正在发生的现实作用又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文学

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是增强了还是减弱了？它在未来的发

展趋势又会如何？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如何将这种功能

发挥到更大，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这些问题应

该纳入新兴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视阈。正如有学者

精辟地指出，“因为有了文学，我们才不致毁于生活”。[1](P237)

我们也希望，因为有了文学，作为生命线的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才不致陷于枯燥呆板、平庸直白的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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