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言诗>>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言诗>>

13位ISBN编号：9787301143742

10位ISBN编号：7301143745

出版时间：2008-11

出版时间：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陈中梅

页数：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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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诗>>

前言

　　20世纪中国曾经涌起了几次“美学热”，在当时“沉寂”的世界美学天空中，成了最绚丽的星座
。
　　然而，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美学热”在消退，一而世界美学却不再“沉寂”，此消
彼涨，中国美学已不再亮丽。
　　中国还会有“美学热”吗？
这是中国的美学研究者很感兴趣但又无法预测的问题。
　　今天的社会的确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无论是用“后现代”、“第二次现代化”、“审美化”还是
“图像转向”来描述它，都意味着这个社会正在发生由“硬”向“软”、由“实”向“虚”的转向。
在一个虚拟柔软的社会里，艺术和审美将会越出它们的边界，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而以艺术和审
美为研究对象的美学也有可能越出它的边界，成为人们普遍采取的生存策略。
中国文化本来就以推崇空灵著称，在这种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应该可以更好地适应这种时代转
向。
　　在我们看来，从今天的时代条件来看，中国很有可能再次出现“美学热”。
　　为了推动“美学热”的出现，我们需要做许多扎实的研究工作。
公正地说，前几次“美学热”给今天的美学研究者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但也留下了不少沉重的包
袱。
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中，我们翻译引进了不少美学著作，特别是当时出版的50余本“
美学译文丛书”更是推动了这种发展，但这些著作很少得到深入的研究和吸收。
　　我们需要重译某些确实有价值的著作，并以重译为契机展开对这些著作的深入研究工作。
同时，我们要关注国际美学的新动向，译介一些能够反映美学新动向的著作。
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推动中国美学学者有原创性的研究工作。
我们不仅要加入国际美学讨论的话题之中，而且要提出自己的话题，吸引国际美学学者加入我们的讨
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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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言诗》探讨荷马史诗中的诗学与美学，并对以荷马史诗为源头的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
的古希腊哲学中的诗学进行探讨辨析，同时引进对孔子诗论的比较研究。
《言诗》共分三编。
第一编由四个章次组成。
第二编囊括第五至第九章的叙事内容，所占篇幅相对较大。
第三编的涉及面比较宽广，故拟用涵盖面较大的“细读经典”一语来予以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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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中梅，美国杨百翰大学西方占典戏剧史和理论博士，1993年回国。
1995年求学于希腊亚里士多德大学古典系，为期十个月。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已发表专著《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神圣的荷马》等；译著有《伊利亚特》、《奥德赛》
（均有注释本）和《诗学》（含注释和评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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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荷马史诗研究第一章 今古荷马1.荷马其人2.荷马史诗的古代境遇3.校勘及其他4.“统一”与分辨
之争5.开辟研究的新视角第二章 不吁请叙事1.人物的讲述2.像诗人3.歌手（诗人）4.与神赋论交相辉映
第三章 赫克托耳1.保家卫国2.决策失误3.不敌阿基琉斯4.英雄本色第四章 普通人的作用与生活1.效命疆
场2.“阿开亚人的话语”3.劳作、宴饮4.和平时期里的生活5.“无声”的作用第二编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
德的文艺及美学思想第五章 柏拉图哲学的文学基础1.诗与哲学2.柏拉图哲学的诗性底蕴3.理性与“必然
”4.诗化表述5.对话·戏剧6.muthos与logos7.灵魂不灭8.柏拉图与秘索思第六章 柏拉图的艺术观1.音乐2.
舞蹈3.绘画和雕塑4.比喻第七章 柏拉图的美学思想1.美的事物2.美的层次3.限定、和谐、顺序及其他4.审
美5.线条圆圈与美本身6.混合型快感7.非混合型快感第八章 亚里士多德的美学思想1.哲学背景2.自然与
技艺3.悲剧之美4.美与道德第三编 细读经典第九章 普罗米修斯的骄横1.词义考据2.埃斯库罗斯作品里的
用例3.没有hubris-词出现的语境4.预见、神性与骄横5.抗争与妥协第十章 秘索思1.秘索思钩沉2.逻各斯
的“反叛”3.神话·哲学·宗教4.对立·互补·共存第十一章 学《诗》与言《诗》1.柏拉图论诗与诗
人2.孔子的诗乐情结3.诗与知4.赋诗5.言《诗》第十二章 柏拉图的辩析与孔子的诗1.辩析2.《诗》3.“始
可与言《诗》已矣”参考书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言诗>>

章节摘录

　　第六章 柏拉图的艺术观　　像古代的中国人和印度人一样，古希腊人爱诗。
诗“出现”在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欢庆中，在祭仪上，在会饮时，甚至在病榻旁。
诗抒发他们的情感，也体现他们的意志，既伴随他们走向征战的沙场，也伴随他们度过和平的时光。
古希腊人热爱音乐，因为在他们看来，诗和音乐常常是不可分割的“一家子”。
在公元前5至前4世纪，poietes（复数poi巨tai，“制作者”）通常既要做诗，又要谱曲，换言之，既是
诗人，又是作曲家。
歌以诗为本，诗以歌为体。
诗还和舞蹈及表演密不可分。
荷马史诗里出现过载歌载舞的动人情景；即使在悲剧里，歌队的任务也不仅仅是歌唱——舞蹈是剧场
里必不可少的景观。
歌舞合璧是古希腊文学的一种表现形式。
显然，讨论古希腊“音乐”离不开对诗的研究，而对诗的探究实际上也包含对音乐的研析。
在柏拉图的《国家篇》等“对话”里，mousike指诗（或故事）与音乐。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言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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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