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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艺学研究论集》共分&ldquo;文艺理论研究&rdquo;、&ldquo;文艺美学研究&rdquo;和&ldquo;
文艺批评&rdquo;三大板块。
包括文艺理论的定位、文学的现代性新质、文艺理论的人学基础、读者接受观、中国现代美学的历程
和模式、时间与新感性、身体快感与生态审美哲学的逻辑起点、中国古代美学体系性著作的特色、悖
论的存在与隐秘的书写、60年中国儿童电影的童权问题和现代派批评话语等诸多方面的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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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文学理论研究走向前卫文学理论的时空位置——从三本文学理论新著看中国文学理论走向新世纪文学
与文学的现代性新质——以新世纪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为例日常生活的文艺学如何可能?文学理论与文
化研究之争——对2004年一种学术现象的中国症候学研究对文艺理论文化学转向说的理论反思文学理
论的学科性与跨学科性——对“文学理论边界”问题的一种理论回应文学理论写作的媒介视角及其限
度论巴特的文本的愉悦理论及其他当前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研究中的全球化语境从马克思“艺术生
产说”看文艺理论的人学基础中国“新现代性”语境中的文艺学问题——以建构主义与本质主义为核
心启蒙的多维度与中国现代主义文论的启蒙性质冯至现代主义诗学的精神来源和启蒙性质中国现代主
义文论之读者接受观在审美与启蒙之间——中国现代主义文论的作者观中国文学理论学科发展回望与
补遗文艺美学研究中国现代美学：历程与模式20世纪中西美学原理的几点差异论中国近现代美育学中
“身体”的觉醒论后现代美学对现代美学的“身体”拓展——从康德美学的身体缺失谈起教化、时间
与新感性——论李泽厚美育思想的三个关键词论梁启超美学思想中的“时间性”问题现代汉语与中国
美学史写作公共空间、公共艺术与中国现代美育空间的拓展——理解蔡元培美育思想的一个新视角身
体快感与生态审美哲学的逻辑起点美学与中国现代性历程论王夫之对“文”的理论贡献清刚粹美：王
夫之教化思想探析福柯谱系学视野中的身体问题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及其人类学
主题试论中国古代美学体系性著作的特色文艺批评王府井步行街：中国转型时代的文化图像红色经典
改编现象读解影视传媒释“江南”如何叙述“平凡的世界——读《平凡的世界》路也：悖论的存在与
隐秘的书写技术化现实与中国当下的“反升华”写作论当代中国60年儿童电影的童权问题论体育电影
中叙事的性别之维艰难的过渡：19491978年“现代派”批评话语论林语堂对孔子形象的消解与重建文
艺学学科成员近10年论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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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至此，我们所要提出的生态审美哲学中的首要对象才显现出来，也就是“我”所处的
生态空间环境作为“材料”的特性。
“我”与生态环境空间的联系不是一种物理或者仅仅是一种生理上的关系，而是一种意向性的关系。
这种意向性关系的形成是以空间各要素的“构造”特性作为前提的。
一句话，各要素的材料“构成”决不像纯粹艺术作品那样单一，而是各种特性的统一，也就是说，我
们绝对不可能把“玫瑰花”的“香味”从其中分离出来，“我”的身体的感觉也同样是整体与统一的
。
而处在自然环境中的人的身体，接触到的是第一度的本真的现实世界，惟有物理与生理事实才能算作
实实在在的身体。
在生态环境中，我们藉由身体而知道世界；用身体的知觉唤起最原初对世界的体验，包括对于环境的
审美体验。
知觉所到之处，身体就开展了一个新的空间，也就是：主体的意向性投射变成身体的场域性架构的要
素，身体作为一个动态结构的基础，把意向性投射到世界中，透过与生活世界的互动，形成一个场域
，一个由身体开展出来的场域，这个场域就形成了主体在生活世界的状况。
正如梅洛·庞蒂所说：“当我们的身体投入世界，用身体知觉展开对世界的认识，世界对身体而言不
再只是规律的客体，世界是由我们的身体知觉开展出来，通过身体的感觉，知觉到一种关于世界的内
在体验，身体具有意向性朝向所处的世界。
而当中我们所存在的世界本身，大致可定义成全部可知觉物，与作为万物之物的世界本身，不是一种
科学知识所言的客体。
”①空间是属于视觉向度的，当一个人失去了视觉，是否也等于失去了空间向度的感知能力？
梅洛。
庞蒂指出：“身体的空间性不是如同外部物体的空间性或空间感觉的空间性那样的一种位置的空间性
，而是一种处境的空间性。
”②在此，位置的空间性，需要的是一个明确的方位、一个确立的向度，但是处境的空间性，需要的
是一种对所处环境的感知能力、情境的知觉，是一个可以涵蕴心灵活动和外物相参相融、互为主体的
活动场域。
前者是属于视觉的，后者则是一种知觉的能力。
与纯粹的艺术审美所带来的纯粹的视觉与听觉的快感相比，生态空间所带来的快感是身体的综合快感
。
而且，各种身体的感觉器官彼此之间是一种“共戏”、“同戏”的关系，在一种时间性上的“同时性
”之中，来形成对于生态空间的审美意向性。
众所周知，森林能遮挡阳光、减弱太阳光的辐射强度，降低林中空气和地面温度，所以在夏季，阴凉
的森林环境就成为人们避暑的好去处。
森林里具有充足的氧气，负离子丰富，空气十分清新；森林植物的芳香气味，可以调节中枢神经，镇
静安眠，消除疲劳。
目前已经有人利用奥妙的植物气味，建立了一种新型医院，进行香味疗养。
所谓“森林浴”就是使身体和森林环境接触，充分享受这些森林植物功能，进行健康疗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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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艺学研究论集》是浙江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论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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