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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阅读十五讲》

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近年来文本细读理论与实践成果的一个“集锦”，在本土理论的框架下，回到文学文本自
身，尝试“审美阅读”，以对《三国演义》、《水浒传》、《孔乙己》、《祝福》、《下江陵》、前
后《赤壁赋》、《再别康桥》、《死水》、《记念刘和珍君》、《听听那冷雨》等作品的赏析， 引领
我们进入丰富多彩的文本世界，展开有趣有味的文学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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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阅读十五讲》

作者简介

孙绍振，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现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
授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福建师范大学海峡两岸文化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顾问。主要专著有《新的
美学原则在崛起》、《文学创作论》、《美的结构》、《论变异》、《月迷津渡——古典诗歌个案分
析》等。2009年，韩国学术情报出版社出版《孙绍振文集》(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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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阅读十五讲》

书籍目录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总序
第一讲 真善美的“错位”
一 假美学的“真”和真美学的“假”
二 想象：假定、自由和苦闷的象征
三 真善美的“错位”
四 恶不必丑，善不必美
五 情感的审美超越实用
第二讲 小说：因果关系、打出常规和情感错位
一 为什么要从文学形式开始？
二 “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模式的荒谬性
和“生活的横断面”
三 情节的构成：假定的、独特的情感因果性
四 把人物打出常规，暴露深层心态
五 让同一情感结构之中的人物心理发生“错位”
第三讲 曹操从热血青年变为血腥屠夫的条件：多疑
一 多疑是从美化转化为丑化的关键
二 陈宫的眼睛在小说结构中的“错位”功能
第四讲 武松打虎和李逵杀虎
一 武松神性中的人性
二 为什么不能让老虎把武松吃了？
三 从不怕老虎到害怕老虎
四 李逵杀四虎为什么不及武松打一虎？
第五讲 《祝福》：礼教的三重矛盾和悲剧的四层深度
一 八种死亡中最精彩的一种
二 悲剧的凶手：荒谬的自相矛盾的偏见
三 “大家仍然叫她祥林嫂”为什么要特别提出来？
四 “你放着吧，祥林嫂！”这一句话为什么会
致祥林嫂于死地？
五 与情节无关的“我”为什么占了那么多篇幅？
六 情节链锁性淡出和人物多元感知错位的强化
第六讲 《孔乙己》：鲁迅为什么最偏爱？
一 为什么让与情节无关的小店员来叙述？
二 “笑”的多重意味的错位
三 平静叙述中的“大家风度”
四 杂文成分对小说构成干扰吗？
第七讲 古典诗歌：比喻、意象、意脉、
意境和直接抒情
一 比喻和诗的比喻
二 审美规范形式强迫内容就范
三 诗的意象:意决定象
四 意脉的三种形态和意境
五 推敲典故的片断意脉和整体意境的矛盾
六 意境的“情景交融”和直接抒情的“无理而妙”
第八讲 从李白《下江陵》看绝句的结构
一 为什么杜甫的绝句评价甚低？
二 唐人绝句的“压卷”之作和感知变异
三 为什么不能说轻“心”已过，而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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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阅读十五讲》

轻“舟”已过？
四 吴乔：“诗酒文饭”之说
五 杨载：绝句第三、四句的“婉转变化”工夫
六 流水句的功能
七 “诗中有画”的片面性
八 诗中之画应该是动画
第九讲 《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的赤壁豪杰风流和智者风流之梦
一 上片并不是“即景写实”
二 风流：名士风流和豪杰风流
三 智者风流之梦
第十讲 《再别康桥》：无声独享的记忆是最美好的音乐
一 是分析文本还是主观强加？
二 哪里来的“离愁”？
三 从语词还原入手揭示内在矛盾
四 为什么不能放歌而只能沉默？
五 从强烈的感情到潇洒的感情
六 从全过程到凝聚在一个焦点上
第十一讲 《死水》：“以丑为美”的艺术奥秘
一 象征派和浪漫派的不同
二 “以丑为美”的难度的克服
三 闻一多的爱国与反共
四 闻一多的现代格律诗追求
第十二讲 散文：从审美、(亚)审丑到审智
一 “真情实感”论的贫乏和僵化
二 直接归纳：诗的形而上和散文的形而下
三 审美、审丑和幽默的亚审丑
四 审智的高度
第十三讲 古典审美散文赏析原则和方法
一 文本是三个层次的立体结构
二 突破表层意象揭示中层意脉的起伏
三 同类相比：现成的可比性
四 《隆中对》和《三顾茅庐》：文学规范
形式的深层分析
五 《小石潭记》和《江雪》：形而下和形而上
六 《岳阳楼记》和《醉翁亭记》：永远忧愁和
无限快乐
七 语言节奏的奥妙
第十四讲 现当代散文个案分析
一 鲁迅《记念刘和珍君》:情理交融的悲歌和颂歌
二 余光中《听听那冷雨》：听出整个生命的
文化记忆
三 鲁迅《阿长与山海经》的审丑核心词：
伟大的神力
四 汪曾祺《跑警报》：在灾难面前的“不在乎”哲学
第十五讲 西方散文：审智与审美的结合
一 培根《谈读书》
二 梭罗《瓦尔登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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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阅读十五讲》

精彩短评

1、永远需要有“同行评议”。文学也一样，阅读的审美观是什么样子，清楚了。
2、挑着看的，老爷子是个聪明人，解读文学也很潇洒。但是感觉有点像小道⋯⋯
3、我喜欢孙绍振的风格，他对作品的分析很深入。这本书多是他的讲座整理，所以从整本书来说，
显得很琐碎，但是从分析作品的方法上来说还是很统一的。可以学其方法，写文章开始还是“入门需
正”，也读过他其他的书，这是个才子型文人，有性格，有趣。
4、 多疑是从美化转化为丑化的关键
5、这本书各章节参差不齐，作者擅长吊书袋，很直白的一个论点非用术语和人名包裹，读得累；宇
文所安也是文学评论，但深入浅出，贵在意思很深表述很清晰简约。孙绍振是中学语文评论的专家，
书目开头空洞、口语化，演讲整理的笔记重。当作论文写作的参考格式不错。标题不错。
6、都是演讲稿，所以比较琐碎。
7、幽默。“许多人以为范仲淹写《岳阳楼记》肯定到岳阳楼去了一下，去观察了一下，把酒临风，
体验了一番。余秋雨就是这样，还写了文章，结果给那些反对他的人抓住了，这是硬伤，被人说余秋
雨你没有文化。余秋雨也怪，他就是死不认账。”哈哈哈哈哈哈哈笑死噜
8、确实角度新啊，佩服能自己读出新意来的大牛们
9、浅显明白
10、还行
11、并不认为是一本从底层构建审美阅读的书，多是罔顾读者的絮絮叨叨，所以全书不成体系，也不
可谓有多深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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