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理论之思>>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理论之思>>

13位ISBN编号：9787516109076

10位ISBN编号：751610907X

出版时间：2012-10

出版时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张荣翼

页数：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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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之思>>

内容概要

　　《珞珈语言文学学术丛书·理论之思：文学理论的问题与思考》文集依照主题类别分为上、中、
下三编。
上编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从知识学角度考察文学理论在剖析文学合法性方面的问题；中编文学理论
的范畴思考，探讨文学理论中的范畴或与文学理论有关的范畴；下编文学理论的问题意识，则是分别
探讨文学理论中需要思考的对于理论建构具有重要意义的方面。
整个三编各有自己思考的方面，同时相互之间也有关联，即都是对于文学理论进行具有当代意识、具
有理论创新意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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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荣翼（1956-），重庆市人，文学博士。
1985-1995年在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1995年调入重庆师范学院，1996年破格晋升教授，2001年迄
今在武汉大学任教。
目前为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华美学学会理事、中国马列文论
研究会理事、湖北省文艺学学会副会长。
1985年以来，在《文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学术月刊》《文史
哲》《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战线》《文艺评论》《文艺争鸣》《社会科学辑刊》《学习与探索》《
江海学刊》《四川大学学报》《清华大学学报》等近70家刊物发表论文200余篇。
出版个人的与合著的著作、教材等16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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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编  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  论文艺理论当代视点的建构  文艺学规则的学理依据  ——历史原则与现实
原则的对比思考  文学研究的学理规则分析  文学理论中统和视点的罅隙  文学研究中的三重理性  论文
艺理论设问方式的转变  文学理论的前设与后验  文学研究的知识论追问及其意义  文艺理论阿基米德点
的寻求  文学研究中的未来意识  文艺问题，抑或文艺之外的问题中编  文学理论的范畴思考  论“文学
虚构”的几层含义  剩余意义的美学价值  文学发展中的记忆机制  文学发展中的“遗忘”机制  文艺批
评价值论：共鸣的低落与震惊的兴起  现代性、对话性、异质性  ——中国当代文论的内在关键词  从边
缘到中心  ——词、曲、小说的文体变迁与知识分子的话语转型  艺术独创探幽下编  文学理论的问题意
识  文学经典机制的失落与后文学经典机制的崛起  第三世界文学与“他者编码”  中国文学的后发现代
性语境  文学接受中非理性因素的作用  文学阐释的问题意识  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剖析  当代流行文化
的五大特征  图像时代的美学管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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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逻辑规定性——人文研究的对话基础　　作为人文学科研究的一个方面，文学研究虽然由于对
象性质的特性而必须从自身的实际状况出发来看待问题，但是作为研究就需要尊崇研究的基本规则，
这种对规则的尊崇和遵从以不损害对文学本身的个性化特点的关注为底线。
福柯认为：“在每一个社会，话语的生产过程都不是漫无定则的。
”应该说福柯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总是致力于揭示话语权力的运用乃至滥用，但是话语也得要在交
往过程中发生作用，而既然是交往过程中的就需要交往的双方或者多方有一个基本的理解与对话的公
共平台，这样就得要有“定则”。
　　如果说文学研究的基本的规则可以被接受的话，那么接下来另外一个问题就又需要考虑了，那就
是针对文学研究的领域而言，它的基本的规则是什么？
实际上，在我们阅读各种文学研究的资料时，其实可以看见它们有着非常不同的理路。
撇开具体观点的倾向性不论，仅就学理方式而言，作为东方文化代表的印度和中国古代的文学研究，
就往往是属于体悟性质的，而从古希腊滥觞的西方文学研究则倾向于认识，这里体悟和认识都涉及对
对象的理解和说明，但是其中有着重要区别。
东方的文学研究的思维不排斥主观感受，在这种感受中是一种进入到对象的体验，研究者自我可能融
人对象之中；而西方思维则是主体与客体严格区别，主体是以一种客观的立场看待对象，并且力图使
得这种看待一经指明之后，他人也可以从中得到相近的认识。
再以对文学的要求来看，中国先秦以降的文学研究的主流，就是把文学作为广义的“礼”的一个方面
，因此论文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从整个社会的要求来看待文学、评价文学和要求文学；无独有偶，古
希腊时期的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也是这样提出文学要求的。
另一方面，魏晋时期玄学盛行背景下的文学则可能作为人生的一种修养方式，和个人之外的社会功利
目标没有多少关系，则这样的文学研究就别有一番趣味了。
再有就是，中西古代都曾经有过一段时期，把所有文字材料都视为文学，而现在作为“美文”即审美
对象来理解的文学是文艺复兴之后的观念，那么在这种差异的总体格局下，文学的研究也就是五花八
门的，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模式。
所以韦勒克认为：“我们的研究处在不稳定状态，其最为严重的迹象就是面临着还没有建立确切的研
究对象和独特的方法论（methodlogy）。
”这种所谓严重的迹象是韦勒克的想法，他是作为新批评的代表人物，认为文学研究应该探讨“文学
性”，而“文学性”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就应该有相对专业或者专门的方法论。
而假如我们跳出他的这一新批评的理路，把文学理解为和社会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对象，对文
学的理解也可以从不同方面把握的话，那么这种并没有专门化的现实就只是一种实际存在的现象，根
本不算什么弊端。
也就是说，文学研究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整个人文学科研究的方法论的集成或者缩影，在其他学科
采用的方法、理路一般也都可以运用到文学研究中。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理论之思>>

编辑推荐

张荣翼编著的《理论之思(文学理论的问题与思考)》从知识学角度考察文学理论在剖析文学合法性方
面的问题，探讨文学理论中的范畴或与文学理论有关的范畴，探讨文学理论中需要思考的对于理论建
构具有重要意义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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