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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论述19世纪开头的四十年间产生于英国的诗歌理论，其次也涉及其他主要的艺术形式。
本书强调的是批评的一种共同走向，这就是我们特意选择“浪漫主义”批评加以阐述的理由所在；但
我相信，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忽视各类作家之间诸多重要的不同之处。
这些作家关心的是诗歌和艺术的本质，有些探索其心理原由，有些研究其结构种类，有些探讨其主要
准则，有些则研究诗歌或艺术与人类所关注的另一些重大问题之间的关系。
本书所讨论的大部分是当时见解独特、影响持久的批评家，而不是那些平庸的书评者，他们对一航读
者的影响更为直接，却常常是短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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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M.H.艾布拉姆斯是欧美现当代文学理论家中的大师级人物，20世纪30年代就读于哈佛大学、获博
士学位。
毕业后长期在康乃尔大学任教，任1916级英文荣体讲座教授。
艾布拉姆斯长期担任不断修订、再版的《诺顿英国文学选读》的总主编和浪漫主义分卷的主编，并有
《文学术语词典》、《自然的超自然主义：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传统与革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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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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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天赋和有机体的生长第九章　作为个性展示的文学第十章　忠实于自然的标准：罗曼司、神话和
隐喻第十一章　浪漫主义批评中的科学与诗歌译后记校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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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4　《美术》，27页。
　　15　“论写作的简洁与优美”，载《道德、政治和文艺论文集》，T．H．格林和T．H．格罗斯
编(伦敦，1882年)，卷一，240页。
　　16《诗歌与音乐论文集》(第三版，伦敦，1779年)，86—87页；约翰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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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言　　文学理论在柯尔律治的时代所经历的发展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呈现代文学观念形成的
过程。
贺拉斯的《诗艺》与约翰逊博士的批评之间固然存有诸多重大差异，但是，二者在前提、宗旨和方法
上的连续性却依稀可辨。
英国和德国浪漫主义作家沦的出现打断了这种连续性他们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创新，其中有许多观点和
具体做法都标志着在传统批评与包括一些自称是反浪漫主义的批评在内的现代批评之间，有着种种本
质上的区别。
　　本书主要论述19世纪开头的四十年间产生于英国的诗歌理论，其次也涉及其他主要的艺术形式。
本书强调的是批评的一种共同走向，这就是我们特意选择“浪漫主义”批评加以阐述的理由所在；但
我相信，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忽视各类作家之间诸多重要的不同之处。
这些作家关心的是诗歌或艺术的本质，有些探索其心理原由，有些研究其结构种类，有些探讨其主要
准则，有些则研究诗歌或艺术与人类所关注的另一些重大问题之间的关系。
本书所讨论的大部分是当时见解独特、影响持久的批评家，而不是那些平庸的书评者，他们对一般读
者的影响尽管更为直接，却常常是短命的。
　　为了强调这个时代在总的批评史上所处的关键地位，我把英国浪漫主义理论纳入了一个更为广阔
的思想文化背景中进行论述，并且尽力保持以18世纪美学为参照系，因为浪漫主义美学在一定程度上
是18世纪美学的发展，而在更大程度上，则是对它的有意义的反动。
我也阐述了英国批评理论与外来思想，尤其是当时极富启迪意义的德国思想之间的某些关系。
赫尔德和康德开厂这种思辨的先河，自此德国取代了英国和法国而成为向西方世界输出思想的主要国
家。
在时间上我也是跳跃自由，上溯到希腊罗马美学思想的渊源，下至当今流行的各种批评观念。
最后，我对一些突出的浪漫主义观念也进行了探索，尽管不很详细，但这一探索不仅溯源到以前的美
学论争，而且也涉及哲学、伦理学、神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各种理论和发现。
在美学领域中，大胆新颖的思想常常是来自别处的，而这些新颖的思想在其发生的文化故土上却被认
为是平常无奇的东西，这在其他探索领域里也是如此。
　　本书的书名把两个常见而相对的用来形容心灵的隐喻放到了一起：一个把心灵比做外界事物的反
映者，另一个则把心灵比做一种发光体，认为心灵也是它所感知的事物的一部分。
前者概括了从柏拉图到18世纪的主要思维特征；后者则代表了浪漫主义关于诗人心灵的主导观念。
这两个隐喻以及其他各种隐喻不论是用于文学批评，还是用于诗歌创作，我都试图予以同样认真的对
待，因为不管是在批评中还是在诗歌中，使用隐喻的目的尽管不同，其作用却是基本一致的。
批评思维也像人类在其兴趣所至的各个领域中的思维一样，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比拟手段进行的，因为
批评中的论争在很大程度上同样也是类比性质的论争。
本书的探讨将表明，许多概念对于澄清艺术的性质和标准都极有裨益。
然而这些概念并非获自对审美事实的简单考察而似乎是从那些有益的类比物中发掘出来的。
这些类比物的属性由于隐喻性的转义而成了艺术作品所固有的属性。
据此，从新古典主义批评到浪漫主义批评的变迁，可以初步表述为批评术语中典型隐喻的根本变化。
　　起用某些被遗忘的比喻，使我们得以从—个崭新的、似乎能够揭示本质的角度对某些原有的事实
重新做一番观察。
这一尝试也许够得上约翰逊博士对凯姆斯勋爵的很有分寸的称赞：他“在《批评要素》中的做法很正
确。
我的意思不是说他教会了我们什么，而是说他用新方法说明了老问题”。
然而，研究批评史的有效方法还很多。
但不论什么方法，只要看上去最为便利的我就使用，并力图把一些基本隐喻的分析限制在这种方法能
够阐述清楚的问题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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