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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研究》主要以西方现代阐述学为理论参照，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
分别论述了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的阐释原则、文本理解途径、诗性阐释方式以及与儒释道思想之间的
关系，比较深入地结实出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独特的理论内容和理论特征，为实现传统文论的现代转
换和构建有民族特色的当代文艺学体系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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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邓新华，三峡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艺术学院院长，省政府专项津贴专家，硕士导师，校学术
委员会委员，中外文学理论学会理事，湖北省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
先后在《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七十余篇，出版学术专著《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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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内容提要ABSTRACT绪论一 中国解释学的研究现状二 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三 中
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的研究原则和方法第一章 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的两大阐释原则第一节 “以意逆志
”论——偏于客观的文学阐释原则一 “志”——文学阐释的根本目标二 “意”——文学阐释的主体
意识三 “逆”——现实视域与初始视域的融合第二节 “诗无达诂”论——偏于主观的文学阐释原则
一 “诗无达诂”——作品“原意”说的破除二 “见仁见智”——解释者的能动参与三 “从变从义”
——文学解释的自由与限制第三节　中西诗学解释学比较一 “以意逆志”论与西方客观解释学理论之
比较二 “诗无达诂”论与西方主观解释学理论之比较第二章　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的文本理解途径第
一节　“品味”__—作品整体韵味的把捉一 “品味”的文本理解过程二 “品味”的审美心理特征三 
“品味”的诗学解释学效应第二节　“涵泳”——作品深层意蕴的探究一 “晓得意思好处”——文本
理解的深度模式二 “涵泳”——文本理解的具体途径三 “兴起”与“就《诗》”——文本理解的自
由与限制第三节 “自得”——解释者自由理解的实现一 “自得”的诗学解释学意蕴二 “自得”的解
释学阈限三 “自得”的实现条件第三章 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的诗性阐释方式第一节　“象喻”的诗
性阐释方式一 “象喻”的产生及发展二 “象喻”的诗性特征三 “象喻”的文化成因第二节　“摘句
”的诗性阐释方式一 “摘句”的形成及发展二 “摘句”的诗性特征三 “摘句”的文化成因⋯⋯第四
章　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与儒、道、释思想结束语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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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的两大阐释原则　　作为一门系统研究理解和解释的理论学科，阐
释学的发明权无疑属于西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就完全没有与之相通或相似的理论观点和思
想。
西方现代阐释学大师海德格尔曾经说过：理解就是人的存在方式。
当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们在面对诗性的文学作品文本的时候，毫无疑问也是以他们对诗性
文学作品文本对象的理解和解释来确证自己的存在。
同时也正是在解决如何理解和解释诗性文学作品文本这个有关阐释学的根本问题的时候，建立起了我
们民族自己的诗学解释学。
　　但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古代的诗学解释学与西方阐释学相比，在根本的理论取向上又有很大的不
同。
西方阐释学有着明显的主、客二元对立倾向：如果把作为客体的文本（包括文本所承载的作者的创作
意图）和作为主体的阐释者视为阐释活动的两极，那么西方从古到今所出现的一切阐释学理论和流派
无论在具体的理论观点和看法上有多大的不同，实际上都是围绕着主、客两极在运动，它们要么把着
眼点放在作为阐释对象的文本上，要么以阐释者作为最后的理论归宿，二者之间毫无通融的余地，赫
施和加达默尔可以说是西方阐释学这两种主　　要理论倾向的典型代表。
　　与西方阐释学这种偏于两端的绝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不同，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虽然也提出过
“以意逆志”和“诗无达诂”这两个在主客观方面各有侧重的文学阐释则，但是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
的这两大阐释学原则内部不仅不存在相互之间的绝对对立和不可沟通，反而呈现出一种交叉、融合、
互补、贯通的态势。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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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