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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解释学理论与实践，与"本文"或"文本"紧密相联，因此，创建本文解释学，就是为了探讨本文解释
的思想路径与理论原则，解决原创者如何通过创建本文解释生命与生活价值、诠释者如何通过读解本
文重构生活与生命世界等问题。
本文解释学，既可看成原作者解释"生活世界"的本文创建，又可看作诠释者面对"本文世界"的理性反思
与生命想象及话语活动。
这里的本文解释学理论，源自具体的本文解释实践，直面张承志的原创文本，通过文体意识、语言确
证、思想路径、综合观照、文明价值等等视角，阐释文学本文创建的根本宗旨，形成系统理论建构。
在知识考古与生存想象两种路向上，本文解释学的思想魅力尽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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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咏吟，1963年4月生，湖北省黄冈浠水县人。
1998年毕业于杭州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2001年破格晋升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
授；2010年受聘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曾在德国基尔大学哲学学院、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古典学系和德国图宾根大学哲学学院访问学习。
作者长期致力于解释学研究以及艺术审美和文明生活价值之探讨，先立足于文本探讨本文解释的可能
性，继而从创作、批评和诗学出发探讨创作解释、批评解释与诗学解释的基本法则，进而探讨文艺美
学与审美道德问题的存在价值，在本文解释与主体解释之间，在审美解释与生存解释之间，寻找诗思
在生存意义上自由融合之可能。
“解释学论集”，系统地探讨了解释学与文艺解释的相关问题。
“本文解释”，即是寻求原初经验与形象体验、自由意志与文明律法的个性化道路；“创作解释”，
即回归想象与形象、形象与文体、文体与思想的审美反思活动；“诗学解释”，不仅是对文学艺术的
审美立法，而且是对生活价值的自由律法；“美学解释”，就是为了凸显美学走向生活、生活追求美
感、艺术展示文明的自由历程；“道德解释”，则是为了强化生命的自由表现，通过审美张扬道德，
通过道德扩展生命，通过自由提升文明，寻求政治正义的最终实现。
目前，作者主要致力于古典文明思想、经典解释学与生存哲学之研究，试图寻求自由、平等、正义生
活的理论可能性与现实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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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本文与解释及本文解释学的再建构 第一节文明视野：本文的起源、类型与确定性 第二节本文
创建：原创性、应用性与解释性 第三节本文解释学与生存解释学和价值解释学 第四节面对经典本文
与本文解释学理论的创立 第二章解释目标的选定与本文解释学实践 第一节诗性综合解释方法与文学
本文价值重构 第二节本文解释的目标与解释策略的理性设定 第三节文学创作的主体性与本文解释的
实践性 第三章文体意识与本文解释学的本体观念 第一节叙述体诗与文学本文解释的文体学反思 第二
节散文文体与本文解释的诗性思想空间 第三节本文解释的自省：文体自由与思想自由 第四节寻找心
中圣地：从文学文体到本文世界 第四章审美主体性与本文解释的语言确证 第一节文学语言的主体性
与本文解释的美感 第二节本文的神话虚拟与本文的文化地理解释 第三节抒情诗的音乐性与本文解释
的音乐思想 第五章作者的思想意向与本文解释的路径 第一节宗教信仰与圣徒：本文解释的宗教性体
验 第二节本文的学术性：民族文化学与历史地理学 第三节形象价值建构：散文家与画家的生命意志 
第四节文化风俗地理想象与文学本文的生命象征 第六章比较意识与本文解释的审美合法性 第一节现
实批判原则与本文解释的政治立场 第二节生命崇拜原则与本文解释的生命哲学 第三节审美风骨原则
与本文解释的价值证明 第四节英雄史诗原则与本文解释的伦理想象 第七章本文解释与文明生活价值
理想寻求 第一节原作者与批评者：本文解释学的主体间性 第二节诺贝尔奖原则：本文解释的世界文
学想象 第三节信仰和亲证：本文解释学的生命价值反思 第四节人道与文明：本文解释学的普世价值
信念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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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诗性综合解释方法的奠基，植根于文学解释的生命美感体验和生命美学价值追求之中。
文学是自由的艺术，也是生命的艺术，这不仅由于文学源于具体的生命体验和生命想象，而且是由于
文学必须通过生命的自由表现，才能引发接受者的“共鸣与同情”。
文学总是植根于活生生的生命活动与生命存在形式之中，只要有生命活动，就有文学表现的自由价值
。
生命按照自身的意志在运动，构造出丰富多彩的生活，这其中，有喜剧也有悲剧。
生命中有自由快乐，也有苦难残暴。
生活中的一切，构成了“生命的冲突”；在生命的冲突过程中，人们既需要寻求正义的“律法性解释
”，又需要寻求自由的“审美性解释”。
文学艺术，是对生命的历程和生命化事件的艺术再现和表现。
自由而伟大的艺术，皆由于创造了自由而美丽的“生命形象”，或者说，通过对反生命和压抑生命的
形象的创造，展示生活的悲剧与苦难，从而呼唤正义和美德。
文学艺术中若没有生命的激情，没有自由的生命形象，或者，没有悲剧性的生命形象，就不会具有感
动人心的力量，因为艺术皆因为生命形象而具有意义和价值。
生命性是艺术创造的基本特性，是艺术自由创作的不可让渡的权力。
 认知生命是相当复杂的过程，它建立在创作主体对具体的生命存在者的认知与理解之上；活生生的生
命个体，就在我们的生活场景中，他们为生活而放纵劳作，他们为爱情而备受考验，他们在正义、自
由和利益、危险面前进行抉择。
生命活动本身，因个体差异而具有无限多样性，但生命的多样性，并不是生命自由与正义的必然保证
，因为生命本身总需要评价尺度。
所有的人，都要在“生命的审判台”前被审判。
高贵而自由的生命，因为这种“审判”而更加高尚；卑劣的生命，则因这种“审判”而遗臭万年。
生命审判自身是灵魂的需要，是正义与尊严的需要，是生命存在价值的证明方式，每个人都会感受到
这种“生命审判的压力”。
文学艺术就是自由的生命审判，我们在感知艺术中的生命形象，同时，也就是在审视自己的人生；我
们在对艺术中的生命形象进行价值判断时，也就是对个人的存在意义的真正反思。
生命与艺术，在这种反思过程中获得了交流的意义。
凡有生命感知、生命体验和生命价值判断的地方，就有“诗性”存在，因为生命本身具有诗性，诗性
就是生命的自由形式。
在对诗性综合解释方法的本质性与合法性的美学证明中，可以看到，“诗性综合解释方法”并不是新
的方法，而是对文学自由解释方法的现代命名，因为人们习惯于将“诗性”解释方法与其他解释方法
对立起来，或者，将人文社会科学解释方法置于诗性解释方法之上，这都是对文学解释方法的曲解。
事实上，诗性解释方法，不仅要最大限度地“保护”文学的诗性特征，“发掘”文学的诗性文化内涵
，使文学作品本身产生诗性自由启示，而且要“保留”其他解释方法的合理性。
诗性综合解释方法，在强调“诗性优先性原则”的同时，还可以保证诗性解释与人文社会科学解释方
法的“内在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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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解释学论集:本文解释学》编辑推荐：解释学理论与实践，与“本文”或“文本”紧密相联，因此，
创建本文解释学，就是为了探讨本文解释的思想路径与理论原则，解决原创者如何通过创建本文解释
生命与生活价值、诠释者如何通过读解本文重构生活与生命世界等问题。
本文解释学，既可看成原作者解释“生活世界”的本文创建，又可看作诠释者面对“本文世界”的理
性反思与生命想象及话语活动。
这里的本文解释学理论，源自具体的本文解释实践，直面张承志的原创文本，通过文体意识、语言确
证、思想路径、综合观照、文明价值等等视角，阐释文学本文创建的根本宗旨，形成系统理论建构。
在知识考古与生存想象两种路向上，本文解释学的思想魅力尽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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