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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学语言学》以文学作品语言作为研究对象。
书中回顾与梳理了文学语言学前学科时期和准学科时期中外理论界的研究脉络和理论建树，深入评析
了中外文学语言观念的深变，系统阐述了文学语言的地位作用、性质特征、形式美范畴、类型与风格
、文学语言的接受等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对以注国内文论界研究薄弱的论题多有涉猎。
作者构思严整，立论锐意求新，并运用多学科渗透和融合的方法，全方位、多视角地审视和阐述文学
语言，论析中体现了理论与创作实际紧密结合的原则。
　　《文学语言学》是一部集学术性和知识性为一体的理论著作，能够切实指导文学创作和文学鉴赏
实践，帮助读者从语言的角度深入知识文学的本质特征，了解文学的创作的特点和规律，更好地去感
受文学艺术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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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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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第四章　文学语言的类型　一　叙事性文学语言　二　抒情性文学语言　三　影据性文学语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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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文学语言的风格　一　文学风格的语言特质　二　文学语言风格的类型　三　文学语言风格
的原因第七章　文学语言的接受　一　文本对象与接受主体　二　文学语言接受的主理机制　三　文
学语言接受的特征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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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文学语言观念　　文学语言观念，即对文学语言的认识、思考和看法。
了解文学语言观念的发展、变化，是研究文学语言学的前提，因为“观念”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
它一经形成并被实践者所掌握，便会对后来的实践活动发生指导性的作用。
文学语言观念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它和其他事物一样，都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
”。
自古至今，文学语言观念在中西方有着不同的发展演变史，随着人类文学实践活动的不断进步，文学
语言观念也会随之出现新的变异与更新。
本章没有足够的篇幅对中西方语言观念的发展史做出全面的历时性描述，只是选择了三个重要论题，
通过评述20世纪西方语言论文论的文学语言观念，描述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观念演进的发展轨迹，以
及中国新潮作家对文学语言的探索与实践，从中见出文学语言观念演变的历程，了解当今文学语言观
念发展变化的新趋向。
　　一、20世纪西方语言论文论派的文学语言观念　　西方哲学界在20世纪发生的意义深远的语言学
转向，使得代表人类精英文化的三个主要领域哲学、语言学和文学，齐头并进且相互影响地开展了一
场语言革新。
这场强大的革新思潮使人类的语言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语言不再是单纯的载体，反之，语言
是意识、思维、心灵、情感、人格的形成者，语言并非人的驯服工具，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与自己的
框架，语言包括逻辑，而不受逻辑的局限。
语言之根在于无意识之中，语言在形成‘可见的语言’之前是运动于无意识中的无数无形的踪迹（一
种能）。
语言并不听从于某个人的意志，语言是一个种族自诞生起自然的积累，其中有无数种族文化历史的踪
迹，它是这个种族的历史的地质层。
只要语言不死，其记载的、沉淀的种族文化也不会死亡。
”语言从理性的工具被提升到人的生存的本体世界的层次，用语言消融掉主体和客体的区别。
这是从方法论到世界观、从认识论到本体论的重大转变。
这一转变不仅导致了20世纪西方人文科学对哲学传统的反思和批判，而且也使作为语言主体的人，获
得了一定的自由和解放。
　　昔日备受冷落的语言为何被提升到如此重要的地位？
语言哲学为什么能在20世纪获得如此重大的进展？
自然，“语言学转向”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但根本原因是20世纪西方社会、思想、文化的新变化与
新发展使然。
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的物质生产、科学技术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既为语言表达方式的进一步
发展奠定了丰富的物质基础，而且也大大拓展了语言概念的含义。
书刊、报纸等印刷物的无比丰富，显示着印刷语言的无穷魅力，而电脑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
人类进入高速传播的信息社会，由此大众传媒语言則成为备受青睐的新宠，电子出版物、数字化图书
馆、网络数据库等成为人类创造的新的文化载体。
这一切都预示着一个新的语言时代的到来。
正如法国当代语言学家海然热所言：“不管公元2000年为人类准备的是怎样的未来——其开端倏然间
已经逼近——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本世纪最后这些年代堪称实实在在的语言时代，正如说这是一个在
宇宙、机器人、原子或遗传学等方面均有重大发现的时代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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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李荣启所著《文学语言学》（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致力于语言本体，探索其文学性、审
美性，为建立科学、系统、成熟的文学语言学，拓展文学研究空间作出了贡献。
 　　20世纪，在哲学观念变革的影响带动下，西方的文学领域以自身的语言论转向做出了有力的回应
和深入广泛的开掘，“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观念在本体论意义上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可。
语言论转向在中国也得到了适时的传播和发展。
我国学者童庆炳、郑敏、王一川、鲁枢元等在语言、文学语言的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但是在语言论转的过程中，仅有“转向”是远远不够的，最终还要落实在“语言”本体上。
《文学语言学》的可贵之处在于以文学作品语言为研究对象，并对其进行了深层开掘和研究，为建立
文学语言这门新学科作出了贡献。
《文学语言学》系统梳理了文学语言观念的演进，探讨了文学语言的功能地位、性质特征、文本结构
、类型与风格，剖析了文学语言的接受问题，突出强调了文学语言的形式美。
书中对以往国内理论界研究薄弱的论题都有深度分析。
在研究方法上采用的是多学科渗透、融合的综合法，合理地吸收和消化语言学、符号学、文艺学、哲
学、美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阐释学等多学科领域的新成果，并融会贯通、为我所用。
本书将宏观论析与微观实证紧密结合起来，能够切实指导文学创作和文学鉴赏，帮助读者从语言的角
度深入认识文学的本质特征，了解文学创作的特点和规律，感受文学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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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李荣启所著《文学语言学》（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致力于语言本体，探索其文学性、审
美性，为建立科学、系统、成熟的文学语言学，拓展文学研究空间作出了贡献。
　　20世纪，在哲学观念变革的影响带动下，西方的文学领域以自身的语言论转向做出了有力的回应
和深入广泛的开掘，“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观念在本体论意义上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可。
语言论转向在中国也得到了适时的传播和发展。
我国学者童庆炳、郑敏、王一川、鲁枢元等在语言、文学语言的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但是在语言论转的过程中，仅有“转向”是远远不够的，最终还要落实在“语言”本体上。
《文学语言学》的可贵之处在于以文学作品语言为研究对象，并对其进行了深层开掘和研究，为建立
文学语言这门新学科作出了贡献。
《文学语言学》系统梳理了文学语言观念的演进，探讨了文学语言的功能地位、性质特征、文本结构
、类型与风格，剖析了文学语言的接受问题，突出强调了文学语言的形式美。
书中对以往国内理论界研究薄弱的论题都有深度分析。
在研究方法上采用的是多学科渗透、融合的综合法，合理地吸收和消化语言学、符号学、文艺学、哲
学、美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阐释学等多学科领域的新成果，并融会贯通、为我所用。
本书将宏观论析与微观实证紧密结合起来，能够切实指导文学创作和文学鉴赏，帮助读者从语言的角
度深入认识文学的本质特征，了解文学创作的特点和规律，感受文学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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