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古代文论教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古代文论教程>>

13位ISBN编号：9787040171914

10位ISBN编号：7040171910

出版时间：2005-7

出版时间：高等教育

作者：李壮鹰、李春青

页数：430

字数：50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古代文论教程>>

内容概要

　　本书叙述了我国两千多年的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发展情况。
全书以历史为线索，按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近代等时期分为八章
。
每章前设有“概述”，总论各个时期的历史语境和文学、文论的概况，然后分论该时期有代表性的文
论观点。
编者在对文论史的叙述中，特别注意把文学观念置于总的文化系统中去考察，从而突出了古文论与各
个时期的社会政治和社会思潮之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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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如何对待古代文论的问题上，当下还有一种十分普遍的观点，这就是阐释的相对性问题。
许多论者认为，对古代文论的阐释永远不可能揭示其本真意义。
这种观点不是土生土长的，而是在20世纪以来西方的历史哲学、哲学阐释学的影响下产生的。
从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林伍德的历史的“构造性”及“历史就是思想史”之说，到海
德格尔的“前理解”、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与“视界融合”等，这些阐释观点都倾向于强调阐释
的主观建构性，甚至文本的独立性，而对是否存在着历史的“本来面目”则表示怀疑。
在接受了这种阐释观点之后，阐释者们在面对中国古代文化（包括古代文论）的话语资源时也就不再
寻求什么“本真意义”，而是主张将研究当作一种纯粹的建构活动。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样_种阐释学倾向呢？
如果先行否定了阐释主体接近阐释对象的可能性，阐释本身是否还有意义？
这里还是有一个层次与程度的问题。
对阐释对象必须划分为不同层次，对不同层次采取不同的阐释态度。
就中国古代文论而言，至少应该划分为三个层次：知识、意义、价值。
作为知识层次的古代文论话语毫无疑问具有客观性，因此也要求阐释活动的客观性。
这里无需创造与发挥，不容许主观因素存在，主观就意味着虚假。
例如“诗言志”之说是何时由何人在什么著作中提出的？
这是知识层面的问题，正确答案只有一个，不能有第二个。
对于这个阐释层次来说，阐释就等于发现，与自然科学并无根本性区别。
阐释对象的意义层次是指作为能指的古文论话语所负载的所指——含义。
对意义的阐释本质上即是理解。
理解虽然不包括主观表达的意思，但阐释对象已不像知识层次那样仅仅要求着主体去伪存真式的发现
，而是要诉诸主体的知识结构与趣味。
这就不可避免地使阐释活动带上一定的主观性色彩。
例如，“风骨”这个概念的准确含义究竟是什么？
历来阐释者可谓多矣，但迄今并无完全一致的理解。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
这当然是由于古人没有为这个概念下过明确的定义，即使有明确的定义，理解的差异也是必然存在的
，只不过程度上会有所不同而已。
谁也没有办法给出一个人人认可的界说来。
阐释活动的这种情形并不意味着主体与对象之间的阐释关系完全是任意的，毫无规定性可言。
事实上，人们对“风骨”这类概念的理解总是有着大体上的一致性，差异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
这就说明，阐释活动中对意义的理解是一种阐释主体与阐释对象的融合过程，但客观性因素明显要大
于主观性因素。
概念的含义虽然不像概念的发生那样毫无阐发余地，但毕竟也有着基本规定，也不允许随意阐发。
对这个层次的阐释对象来说，阐释主体应该采取的态度也应该是努力接近概念的本来含义，而自觉地
抑制主观任意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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