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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收入本文集的是作者自2006年下半年至2009年上半年这三年间所写的论文。
主要有王阳明与康德美学思想的比较研究、我看20世纪中国美学——兼论我国美学的理论建设和发展
方向、文艺本体论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当代的发展和意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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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文艺理论：工具性的还是反思性的？
王阳明与康德美学思想的比较研究我看20世纪中国美学——兼论我国美学的理论建设和发展方向文艺
本体论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当代的发展和意义当今文学理论研究中值得认真
思考的三个问题——文学理论三十年的回顾与反思论人、文学、文学理论的内在张力美学研究：走两
大系统融合之路就《文学原理》第二次修订版谈“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理论建构谈马克思主义美学在
我国当代的确立和演变梁启超“趣味”说的理论构架和现实意义再论美学研究：走两大系统融合之路
文学理论能“告别”吗？
试析“文学意识形态论”的理论疑点和难点文艺理论的创新与思维方式的变革论“实践论美学”的发
展路向——兼评“实践存在论美学”对“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再反思美：使人快乐、幸福——“人生
论美学”刍议重审文艺与政治析“文艺理论的危机”艺术：使人成为人——王元骧教授访谈录关于“
审美超越性”的对话从“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说开去“审美超越”与“终极关怀”—
—关于审美形而上学性的对话审美：让人仰望星空——关于“审美超越性”的思与问校后记——对自
己三年来的学术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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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德里达等人的理论被我国某些“文化批评”的倡导者概括为“反本质主义”用来作为颠覆文学理论、
宣扬“文学终结论”的武器：说什么凡是对于本质的探讨都必然导致“在本体上，它不是假定事物具
有一定的、可以变化的‘本质’，而是假定事物具有超历史的、永恒不变的普遍性／绝对本质。
表现在文艺学上，就是认为中外古今的文学都具有万古不变的‘本质’。
这种本质在分析具体的文学现象以前已经先验设定，否定文艺活动的特点与本质是历史的变化、因地
方的不同而不同。
在认识论上，本质主义坚信人只要掌握了科学、理性的分析方法，就可以获得绝对正确的对于本质的
认识，否定知识（包括文艺学知识）的历史性与地方性”。
从而把“五四”以来我们参照和吸取了西方科学思维方式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关注文艺本质探讨和
研究的文学理论都与“本质主义”捆绑在一起来加以批判，而导致出现了在当今我国文艺理论界较为
普遍存在的排斥理论的倾向。
如果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当刘再复以“希腊神话中的床”（按：即指“普洛克路斯忒斯的
床”）来比喻文艺理论时，所指的还只是以“政治裁判官形式”出现的那种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的
理论；那么，在今天，则被有些学者不加区别地几乎一概予以否定。
以下的一些言论我觉得是较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如有的学者认为，文艺理论所告诉我们的就是“文
学有一种固定不变的本质，如同千变万化的水都是HO一样，⋯⋯只要理论家提炼出这种本质，文学
诸多问题就迎刃而解”。
所以他把“理论家的工作程序”看作是“先给某些概念规定种种定义”，然后“再用这些概念来衡量
具体文学现象”，就像“先掘了一个坑等待一棵合适的树”那样，其结果也就必然会“滤掉那些没有
本质意义的外围现象”，去寻找“一种独立的、不受任何外来影响的文学语言结构”。
但由于事实上“文学不是按照本质设定的理念范式发展为实现理想的本质的”，因而他们因此认为文
艺理论实际上只不过是人们“幻觉的蛊惑”，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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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收入本文集的是我自2006年下半年至2009年上半年这三年间所写的论文。
我之所以比较喜欢写论文，是因为我觉得从事理论研究必须要有问题意识，而我国按照现代科学的思
维方式开展文学理论研究虽然有百年的历史，但不仅深度有限，而且遗留下来亟待解决的问题很多；
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学科就很难有真正的建树。
所以通过对这些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开展深入的探讨，以求推进我国文学理论发展，不仅是自己
应尽的一份责任，而且比之于写那些面面俱到的论著来也更能领略到学术探索的乐趣。
再加上由于我国目前正处在转型时期，随着经济的转型，人们的价值观念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许多历史形成的文学观念正在遭到人们不断的解构和颠覆；但我不相信这些思潮就是终极真理，所以
觉得盲目跟风是可悲的，很需要我们保持独立自主的意识对之作冷静的思考和辨析。
这样一来，我就很难按照预定的计划按部就班地进行写作了。
尽管也有一些朋友劝我把自己这些年来研究的心得体会系统化，以论著的形式加以发表；听后自己偶
尔也心有所动，并曾想为写一部“美学原理”之类的著作列过一些纲要，但由于自己对不少问题都处
在探索之中，对于这些构想过些时候回头来看自己也不满意了，因此一直未能如愿。
所以迄今为止，我除了写过一部论著性的教材《文学原理》之外，就没有其他系统著作问世，而且这
部教材当初也是由于教学任务所逼而不得不写的，事后又连续修订过两次。
不过尽管如此，在校读这部文稿的时候，我也发现在每个时期都有我所着重考虑的一些理论问题，而
问题之间也都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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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论美与人的生存》是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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