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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丛书记录下我和一群年轻同仁的一次难忘的中国现代学之旅：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协力对中
国现代文学、文论与美学传统作了一次新的探究。
说到传统，人们总会不假思索地以为那只是指类似于“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古代时光，而忽略“别求
新声于异邦”的现代，仿佛唯有古代才配称为传统。
对置身当代的我们来说，苏轼的“气自华”固然有其不容忽视的回瞥意味，但鲁迅的“求新声”却不
能不说正是中国现代历史现场的真实写照。
实际上，晚清以来国人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中变法自强、实施启蒙乃至燃烧革命烈火的历史，已经
和正在成为中国传统，准确地说是中国现代性传统。
在一次新的探究之旅中重新回望作为中国现代性传统之一方面的中国现代文学、文论与美学传统，恰
是我们的初衷所在。
　　从中国现代学视野去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文学、文论与美学传统，是我经多年摸索后找到的一个研
究方向。
在我看来，中国现代学是关于中国现代文化传统的学问，是中国人对中国现代性文化的研究。
与有关中国古代文化的“国学”不同，也与外国学者从事的有关中国问题的“汉学”（Sinology）或“
中国学”（Chinese Studies）不同，中国现代学主要研究百余年来中国文化现代性传统的发生、发展、
演变及其对当代社会的意义。
从中国现代学视野考察中国现代文学、文论和美学，可以更准确而深入地揭示中国文学现代性、文论
现代性及审美现代性的面貌及其意义。
本丛书旨在对中国现代文化传统与文论特色展开研究，即在中国现代学视野中重新考察中国现代文学
、文论与美学，着重发掘中国现代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学和文论之间的互动关系。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理想人格的追寻>>

内容概要

　　《理想人格的追寻：论批评家李长之》标举“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把李长之的批评理论置于
中国文化现代性演进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探寻其文化根源，品评其文化意味，坚持诗学研究与文化
研究的双重视点，从而走出了“就诗学谈诗学”的传统窠臼。
同时首次尝试对李长之的美学批评、文化批评、文学批评和画论批评做通盘的综合研究。
力图从古代士人理论人格建构的独特角度切入，对李长之极有价值但却湮没已久的中国古代画论，进
行再度发掘、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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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刚，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现任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撰写《解读（谈美书简）》，副主编《网络文化研究》论文集，并任“网络文化丛书”执行主编，参
编高校文科教材7部，并在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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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现代文论与美学论丛》总序引言第一章 李长之人格论批评的发展历程及其思想渊源一 李长之人格
论批评的发展演进二 李长之理想人格概念的中西思想渊源第二章 追慕“完人”理想——论李长之的
德国美学批评一 温克耳曼批评二 康德批评三 洪堡批评四 “完人”理想第三章 反省“五四”与回眸孔
子——论李长之的文化批评一 李长之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省二 评李长之的孔子理想人格论
第四章 人格与语言的交响——论李长之的文学批评方法与实践一 论李长之的文学批评方法1．论李长
之文学批评的体验维度与文化维度2．论李长之文学批评的语言维度与核心命题二 论李长之的文学批
评实践1．《鲁迅批判》2．《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3．《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4．其他：古
典文学名著鉴赏与现代文学书评第五章 中国古代士人理想人格的追忆——论李长之的画论批评一 李
长之与中国古代画学的体系化理论建设二 李长之论中国画与中国古代土人理想人格结语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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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李长之从人格论出发的洪堡批评，同样值得一提。
威廉·冯·洪堡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集政治家、外交家、教育家、美学家、和语言理论家等多重身
份于一身，李长之重点评介了洪堡的美学思想和语言思想。
关于洪堡美学的姜学观念，李长之指出：他专论美的时候，他以为美是感觉与理性在人类一种调和的
成功，当然，如席勒所说，美丽的灵魂是一种理想。
洪堡耳特以为要达到这种理想，人类的两大类属男子和女子同分其责。
⋯⋯在男性美的方面，是自发的，形式的原则；在女性美的方面，是接受的，材料的原则。
⋯⋯美必须是调和的。
　　显然，洪堡的有关“男性美”、“女性美”的论述只是对席勒的美的根源在完满人性观点的发挥
。
“李长之从人格论批评的角度指出，洪堡“在思想上偏重精神的，理想的方面，在人格上尤其如此，
⋯⋯在他的内心里，是有一种和谐性，理智与情感合而为一”。
　　我们还应进一步看到，“虽然洪堡特几乎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席勒的全部思想，并且一直努力要成
为席勒那样的哲学家兼艺术家，但他并没有完全仿照席勒的研究道路。
在思考人性问题⋯⋯的时候，席勒没有怎么涉及语言问题，这在洪堡特看来是一大憾事”。
同样是追慕希腊，席勒的观察完全出自人性论视角：当我们⋯⋯把人性的现今形式与以前的，特别是
古希腊的性格加以对比，就会使我们感到惊讶。
⋯⋯希腊人的本性把艺术上的一切魅力和智慧的全部尊严结合在一起⋯⋯他们既有丰满的形式，又有
丰富的内容；既能从事哲学思考，又能创作艺术；既温柔又充满力量。
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想象的青年性和理性的成年性结合而成的一种完满的人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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