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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伟大诗人陶渊明质性自然，热爱自然，将生命融入自然而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从而为人类
“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提供一个素朴、优美的典范。

《陶渊明的幽灵》由鲁枢元著，尝试在后现代生态批评的语境中，运用德里达幽灵学的方法，对中华
民族伟大诗人陶渊明做出深层阐释，祈盼陶渊明的诗魂在这个天空毒雾腾腾、大地污水漫漫、人类欲
火炎炎的时代，为世人点燃青灯一盏，重新照亮人类心头的自然，重新发掘人间自由、美好生活的本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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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鲁枢元，男，生于1946年1月，祖籍河南省开封市，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
现任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生态批评研究中心主任；曾任郑州大学、海南大学
教授及华东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客座教授。
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
长期从事文艺学跨学科研究，在文学心理学、文学言语学、生态批评及生态文艺学诸领域有开拓性贡
献。
坚信性情先于知识、观念重于方法，学术姿态应是生命本色的展露。
主要著作有：《创作心理研究》（1985）、《文艺心理阐释》（1989）、《超越语言》（1990）、《
精神守望》（1998）、《生态文艺学》（2000）、《生态批评的空间》（2006）等。
主编有《文艺心理学著译丛书》、《文艺心理学大辞典》、《生态批评学术资源库》等。
1988年被国家人事部遴选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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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我发现，这样做的结果除了基本完成国家课题的目标外，还取得另外两方面的意外收获：
（一）为中国当下生态批评的实践，提供一个对于作家、作品具体解读的个案，而这正是目前国内生
态批评的薄弱环节；（二）在生态批评日趋世界化的平台上，继西方的梭罗之后，向世界推出中国本
土“自然写作”的象征性人物陶渊明。
 关于陶渊明的研究，中国国内以及东邻日本已经有相当深厚的学术积累，关于陶渊明研究的著述也已
经数量十分可观。
相对于这些“专业”研究，我是一个门外汉，或只能算一个学徒工。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北京大学袁行霈教授近年来出版的两部著述，一为《陶渊明集笺注》，一为《陶渊
明研究》。
前者为考据之作，意在“验明正身”，其“化验结果”学界多有异议，这恰恰说明“验尸”的工作并
不轻松。
至于后者，作者把研究的重心定位在对于诗人陶渊明的“哲学思考”上，这可看作为陶渊明“招魂”
。
袁行霈在该书中指出“陶渊明不仅是诗人，也是哲人，具有深刻的哲学思考，这使他卓然于其他一般
诗人之上”。
在我看来，对于陶渊明的哲学思考也使袁行霈的研究“卓然于”其他一般的陶渊明研究之上。
我既然缺乏古文献方面考据、疏证的功夫，为陶渊明“验尸”的工作自然做不来。
念及以往我还曾经在“文艺心理学”上下过些功夫，当前又正在痴迷于“生态文艺学”的探究，从精
神分析生态守护的领域来寻觅陶渊明的意义，或许还可以一试。
 正在这时，我遇到了德里达的“幽灵学”。
 这之前我对德里达批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已很有几分认同，加上我在这本书中写到的我童年时就
曾有过的被“叫魂”的经验，所以对于德里达的“幽灵学”竟然一拍即合。
陈晓明教授运用幽灵学的方法分析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章使我进一步受到启示，于是我决定尝试着可
否在生态批评的空间里，对中国文学史中的陶渊明现象进行幽灵学方法的研究，同时也不忘结合我先
前储备的心理学、语言学方面的知识，尽量使陈述与论证显得充实一些。
书稿的名字，就定为《陶渊明的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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