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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力图在跨文化视野中展开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把文学及其他学科放在人类文化知识架构
中进行考察，梳理各学科知识体系的概念范畴、话语规则，考察文学、艺术体系在异质文化的冲击、
融合中的变迁，以此建构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理论。
同时，将理论研究与具体个案的深入剖析结合起来，通过具体的文本去讨论文学与艺术的关系，考察
文学叙事话语与哲学、伦理学话语在言说规则上的相通与相异。

《越界与融通》对深化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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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省首届优秀青年社会科学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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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气”之韵
　第一节 文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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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诗画一律与诗画之别
　第一节 苏轼：诗画本一律
　第二节 莱辛：诗画之别
　第三节 诗画之辨与中西诗学传统
第八章 川端康成与绘画
　第一节 川端康成与绘画的渊源　
　第二节 创作方法与绘画元素
　第三节 心理症结与绘画艺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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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作为“思想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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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阅读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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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古典主义的“寓意画”和“历史画”，多体现的是封建共同的人生与审美趣味，与资产阶级的
理想自然格格不入。
而苏黎世派所赞同的描绘自然的抒情诗（所谓“描绘体诗”），莱辛也对之颇有微词。
在朱光潜先生看来，其原因在于“当时英德两国描绘自然的诗歌大半是带着阴郁气氛和感伤情调的，
是偏重描绘事物静态的，而莱辛所要求的却是爽朗生动的气氛和发扬蹈厉的情感，而这些只有通过人
的动作，通过客观世界的运动和发展，才能表现出来的。
这里的区别骨子里就是静观的人生观和实践行动的人生观之间的区别。
莱辛的理想无疑地较符合新兴资产阶级的发展个性和改变现状的要求。
”①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可以理解莱辛尽力突出诗画之别的用意了。
温克尔曼将希腊艺术的理想归结为“高贵的单纯和静默的伟大”，认为艺术的任务在于创造美而不在
于表情。
莱辛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在造形艺术上认可了温克尔曼的“静穆”观，认为“美是物体的绘画价值”
，是“造形艺术的最高法律”，“美的根源在静穆”。
但诗则不然。
“诗人固然也追求一种理想美，但是他的理想美所要求的不是静穆而是静穆的反面。
因为他所描绘的是动作而不是物体，而动作则包含的动机愈多，愈错综复杂，愈互相冲突，也就愈完
善。
”②诗与画的基本分别，在莱辛看来，在于画描绘物体静态而诗则叙述人物动态，因此画要静穆的美
，而诗则要真实的表情，包括人的强烈的痛苦；画要表现美，诗却不回避丑。
也就是说，诗能更真实地表现世态人生。
莱辛所提倡的“行动的人生”，也使他对古希腊悲剧中的有“人气”的具有强烈情感和大无畏精神的
英雄更为钟情。
　　莱辛讨论诗与画的界限，出发点还是在“诗”，以此表达他的诗歌理想，而画不过是个陪衬。
这点倒是与苏轼近似。
虽然苏轼强调文学与书画艺术的对话，强调诗书画的融通、渗透、互补互证。
其实在苏轼眼里，诗与书画的地位并非完全相同，而是诗高于书画。
　　苏轼对书画的评价论述中，大多都是以诗人或是诗歌作为标准，并以此标准来评判书画作品的高
下。
苏轼强调诗与画的结合，其意图实际上更多的在于“引诗入画”。
由于受到儒家正统诗教观的影响，苏轼认为文学与艺术功能与性质相去甚远。
大致来看，书高于画，而诗又高于书画，呈梯形发展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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