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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上世纪５０年代，钱谷融先生提出了“文学是人学”的观念，８０年代进一步提出了“创作是一种有情思维”的看法，深化了

对于文学魅力的探讨。而文学之所以在人类生活中长盛不衰，就因为它以具体的、生气灌注的方式，体验，见证和留存了人类的情感

状态和历史，揭示了人类生命意识中最微妙、最深层、最激动人心的人性脉动和篇章，所以，情不仅是文学创作最独特的文化心理内

涵，也理应成为文学理论和研究中的基本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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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1950s, Prof. Qian Gu-rong put forward the doctrine that “literature is a study of human beings”; 

in 1980s, with his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rm of literature, he claimed that “literary creating is thinking 

with sentiment”. The reason why literature remains flourishing in human beings’ life is that it experiences, 

witnesses and preserves the sentiment of human beings in history in a specific and vivid way, revealing the most 

subtle, most thrilling and deepest pulsation of humanity. Therefore, sentiment is not only the unique connotation 

of cultural psychology in literary creation, but also should be the fundamental subject in literature the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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