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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段时间以来，大学西方文论课所依据的通常是一本名为《西方文论史教程》的书，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大多停留在对二手资料的阐释和接受上，很少有机会直接面对经典文献乃至思想大家。
这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
本书的编写，即是想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介绍西方文论的发展历史，以弥补上述遗憾。
本书采用专题形式，除选编了西方文论史上的十篇经典文献外，还包括对它们的导读和阐释。
选取的经典文献，涵盖了古代、近代、现代和后现代四个历史时期。
经典文献的选编主要遵照以下两个原则。
首先是历史分期上的均衡。
本书尽可能做到每个时间段都有自己的“代言人”，不至于厚古薄今或厚今薄古。
其次是具有深远影响的文论范畴。
我们知道，文论史上有很多重要的范畴，而限于篇幅，本书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按照西方理论的
发展逻辑，选取了十个有代表性的范畴作为介绍的重点。
在阐释部分，尽管每一章的侧重点会有所不同，但在内容上大体还是一致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作品来源、时代背景、内容概述、历史影响和现实意义。
可以看出，本书着重对经典文献进行客观的梳理和具体的阐述，目的是给广大读者提供一个明晰的思
路，以便获得对经典文献的完整印象。
但是，阐释部分偏向客观描述，并不意味着不能为读者解读文论文本，尤其是一些有一定难度的文本
提供直接的引导。
不过，本书尽量避免过于主观的引导，以便给每一个读者留下一个广阔的思考空间。
在每一章后面，还相应地设置了一些有针对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一定会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可以
为解读文献提供不同的视角或思路。
另外，本书还对一些经典文献的注释作了详尽的增补，以期最大可能地减少读者的阅读阻力。
编写本书，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尝试。
这里需要说明两个问题。
一是为尊重原著，我们尽可能地保持原译作的面貌；二是我们有选择地吸取了原译作中的注释，加上
编者的注，对经典文献形成原注、译注、编注三种。
原注即原作者注；译注即原译者注；编注即本书编写者注。
在编写过程中，尽管尽了最大的努力，工作中肯定还存在着许多疏漏之处，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得到学
界同仁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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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方文论专题十讲》选编了西方文论史上一些具有时代代表性的经典文本。
选材范围在时间上涵盖了从古希腊一直到20世纪后半期，在内容上则包含了西方文论的一些基本范畴
，比如摹仿说、表现说、天才说、象征理论、接受理论、文化工业等；选用的译本，也是目前国内较
优秀的译本。
为减少阅读障碍，同时向读者介绍尽可能丰富的文论知识，对每篇文本都作了阐释和详细的注释。
阐释部分，各章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大体介绍了相应文本产生的时代背景、自身内容，并阐述了该文
本的现实影响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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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讲 摹仿·经典文献诗学（节选）·注释·阐释·讨论·进一步阅读书目第二讲 古今之争·经典
文献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节选）·注释·阐释·讨论·进一步阅读书目第三讲 天才·经典文献莎
士比亚·注释·阐释·讨论·进一步阅读书目第四讲 表现·经典文献《抒情歌谣集》一八○○年版序
言（节选）·注释·阐释·讨沦·进一步阅读书目第五讲 启蒙·经典文献答复这个问题：“什么足启
蒙运动？
”·注释·闸释·讨论·进一步阅读书目第六讲 象征·经典文献传统与个人才能·注释·阐释·讨论
·进一步阅读书目第七讲 接受·经典文献文学史作为向文论的挑战（节选）·注释·阐释·讨论·进
一步阅读书第八讲 话语·经典文献作者是什么？
·注释·阐释·讨论·进一步阅读书第九讲 交往／公共领域·经典文献论哲学和文学的文类差别·注
释·闸释·讨论·进一步阅读书目第十讲文化工业·经典文献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节选
）·注释·阐释·讨论·进一步阅读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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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最后，牧歌与哀歌的不同之处在于，牧歌歌唱的理想就是现实存在的。
“表现处于同自己和外界的和谐与和平状态中的人”是牧歌的主要目的。
然而，因为这种“和平状态”仅仅存在于偏僻的田园乡村或者要回溯到史前的蒙昧时代才能寻得，在
现实世界中已经不具有普遍意义，所以牧歌自身就是缺乏活力的。
“牧歌仅仅通过否认一切艺术和使人性简单化而达到它们的目的”，情感的实用性并不能弥补其理智
上的欠缺的价值。
所以，席勒进一步得出结论：只有“感伤的牧歌是最高的诗”，是“美的理想应用于现实的生活”，
虽然它面临着新的矛盾需要解决。
在对“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进行分别考察和两相比较之后，席勒最后提出了美学评论中“判断
的真正立足点”，即“素朴性格和感伤性格在诗中的结合”。
席勒认为，优美的人性理想中天然地包含着这两者，前者是现实主义者，后者是理想主义者，“人性
的理想被分配给两者，却没有被两者完全达到”。
现实主义者由于过于注重当下的经验而丧失了生活的尊严，理想主义者则由于执迷于伟大的概念而忽
视了生活的价值。
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弥合彼此体系中的片面和龃龉之处，使分裂的人性重新恢复到自然的和谐与
统一中去。
这也正是席勒整个美学思想的最高理想。
至此，席勒终于在逻辑上推演出了自己美学体系的最终目标。
表面上看，《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是在论述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的差距问题，实质上席勒已
经远远超出了单纯文艺的范畴。
他以古今诗歌的对比为切口，考察了作为两极的古代人与现代人人性的差异。
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古典人性的和谐不可避免地分崩离析，随之出现的是被席勒称为“感伤主义”
的现代意识。
众所周知，“古今之争”的核心是承认古代人比现代人高明还是现代人比古代人高明。
席勒的卓越之处就在于他跳出了孰优孰劣这一简单武断的比较框架，而是以历史和现实的眼光去考察
诗歌从古到今的演变，在承认古典权威的前提下也比较客观地肯定了现代人的成就，这就为现代美学
思想从古典诗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
现代性的自我确证首先在美学领域发生后①，现代作为不断闪现和流逝的瞬间与片段才从绵延的历史
中脱身而出，获得了自身存在的合法性。
很显然，现代绝对价值的获得正是古今之争的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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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3年夏末，我刚从国外回来，面临着给学生们开设“西方文论史专题”的任务。
虽说此前曾用不同的方法讲授过这一课程，但效果总觉得不甚理想。
于是，我便去请教童庆炳先生，让他为我支招。
童先生开导我说，不管是中国文论史，还是西方文论史，其实都不好讲，单纯的历史脉络梳理除了给
学生灌输一些知识之外，很难激发起学生对文学理论的学习兴趣，也不利于学生阅读能力的提高和思
想思维的养成。
童先生还给我看他珍藏了多年的一本书，希望我能从中得到一些启发，这本书就是程千帆先生的《文
论十笺》，并要求我能以此为样板，编写出一部《西方文论专题十讲》，为教学提供一部新颖的教材
。
从此，在童先生的精心点拨和严格指导之下，我不揣浅陋，带着学生们开始尝试编写这本《西方文论
专题十讲》。
经过认真思考和反复推敲，最后决定沿着西方文学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从中选择一些关键词作为编写
的入手点，以经典文献为主导，辅以对经典文献的注释和阐释，希望以此引导学生由对经典文献的领
悟而逐步进入对西方文论史的发生和发展语境的理解，一方面提高学生对经典文献的阅读兴趣，另一
方面增强学生对经典文献的理解能力。
本教材是在童先生带领下的集体合作的成果。
在编写过程中，无论是思路的确定和范畴的选择，还是经典文献的筛选和各章阐释的撰写，无不倾注
着童先生的心血。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的几位同学（张广海、朱宝元、王佳、郑飞燕、刘红霞、林雅华、郭霞
、郝婷婷、白馨馨）也为本教材的编写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他们不但帮助收集资料，录入文献，寻找注释，而且还利用自己的学习实践为经典文献提供阐释资源
，帮助校订书稿，为按期完成本教材的编写任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在编写过程中还得到了许多学界前辈和同人的大力帮助。
清华大学的何兆武先生、华中师范大学的张玉能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逢振先生等，慷慨应允我
们使用他们翻译的经典文献。
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感谢。
长期以来，高等教育出版社在出版文学理论教材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文科分社徐挥先生大力支持，使本教材得以编写成功并顺利出版。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云慧霞女士和肖冬民先生为本书的编写与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在此，也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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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选编了西方文论史上一些具有时代代表性的经典文本。
选材范围在时间上涵盖了从古希腊一直到20世纪后半期，在内容上则包含了西方文论的一些基本范畴
，比如摹仿说、表现说、天才说、象征理论、接受理论、文化工业等；选用的译本，也是目前国内较
优秀的译本。
为减少阅读障碍，同时向读者介绍尽可能丰富的文论知识，对每篇文本都作了阐释和详细的注释。
阐释部分，各章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大体介绍了相应文本产生的时代背景、自身内容，并阐述了该文
本的现实影响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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