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文学批评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文学批评史>>

13位ISBN编号：9787303122110

10位ISBN编号：7303122117

出版时间：2011-6

出版时间：北京师大

作者：王汝梅//张羽

页数：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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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学批评史>>

内容概要

王汝梅先生是目前国内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领域仅存的少数权威学者之一，目前，仍积极讲学于国内外
，并与日本、加拿大、美国等汉学家保持密切的学术往来。
《中国文学批评史》由王汝梅和张羽主编，系王先生四十余年的学术积淀，本书强调实用性和适用性
，密切结合课时需要，根据批评史的授课特点来编写，强调原点阅读，浅近讲解，最大限度地还原中
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本源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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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庄子强调语言文字的局限性，指出它不可能把人的复杂的思维内容充分体现出来，更
主要的是不可能将道传达出来。
可以用语言来言说的，是物之粗也，即具体的、个别的现象或事物；而只能用直觉和意念来体验的，
是物之精也，即抽象的、一般的哲理与思想。
但是还有连语言与意识都达不到的，那才是真正玄妙的终极之道，正如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
”。
语言只是工具而不是目的。
既然语言不能直接追寻道，那么只能靠神秘的内心体验来接近道。
《庄子·人间世》所谓：“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的“心斋”，就是
以虚明恬静的心灵来体悟道，要达到心斋，就要坐忘，忘记理性的语言，忘记感觉的器官，忘记积累
的经验和知识。
那么，既然言不尽意，书籍不过是糟粕，是不是就可以完全废弃语言文字了呢？
其实也不可能，庄子自己的观点不就是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吗。
面对这样的矛盾，庄子所说的言不尽意，并不是完全抛弃语言文字，而是把语言文字视为人们表达思
维的一种中介象征性符号，是帮助人们去领会意的一种工具。
《外物》篇说：荃（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
意而忘言。
吾安得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
他认为语言文字的目的在“得意”，即获得思想。
但言本身它是不能穷尽意、思想的，然而它又可以像筌蹄之帮助人们获得鱼兔一样，也可以帮助人们
得意，鱼兔非筌蹄而不能得，而筌蹄又绝非鱼兔。
换个角度说本身如果拘泥于言，认为意即在于此，反而不能得意，故必须忘言而后方能得意。
言只能起一种暗示，象征的作用。
得意忘言是庄子解决言不尽意而又要运用语言文字的矛盾之基本方法。
在这里，庄子清楚地看到了语言作为体现人们思维内容的一种物质手段，并不是称职的工具，有局限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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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文学批评史》为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系列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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