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西方批评理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现代西方批评理论》

13位ISBN编号：9787562454410

10位ISBN编号：7562454418

出版时间：2010-10

出版社：重庆大学出版社

作者：赵毅衡、傅其林、张怡

页数：32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现代西方批评理论》

前言

这是一套以原典阅读为特点的新型教材，其编写基于我们较长时间的教改研究和教学实践。有学者认
为，中国当代几乎没有培养出诸如钱钟书、季羡林这样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以至钱钟书在当代中国
，成了一个“高山仰止”的神话。诚然，钱钟书神话的形成，“钱学”（钱钟书研究）热的兴起，有
着正面的意义，这至少反映了学界及广大青年学子对学术的景仰和向往。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
说是中国学界的悲哀：偌大一个中国，两千多万在校大学生，当钱钟书、季羡林等大师级人物相继去
世之后，竟再也找不出入来承续其学术香火。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造成这种“无大师时代”的原因无
疑是多方面的，但首当其冲应该拷问的是我们的教育（包括初等教育与高等教育）。我们的教育体制
、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材编写等方面，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导致了我们的学生学术基础不扎实
，后续发展乏力。仅就目前高校中文学科课程设置而言，问题可总结为四个字：多、空、旧、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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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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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马克思主义
卢卡奇 ·原典选读现实主义辩
本雅明 ·原典选读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巴赫金 ·原典选读长篇小说的话语
阿尔都塞 ·原典选读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詹姆逊 ·原典选读文化与金融资本Ⅱ
现象学／存在主义／阐释学
英伽登 ·原典选读现象学美学：其范围的界定
萨特 ·原典选读为何写作?
海德格尔 ·原典选读艺术作品的本源
加达默尔 ·原典选读艺术作品的本体论及其诠释学的意义
姚斯 ·原典选读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
Ⅲ 精神分析
弗洛伊德 -原典选读创作家与白日梦
荣格 ·原典选读集体无意识的概念
拉康 ·原典选读助成“我”的功能形成的镜子阶段——精神分析经验所揭示的一个阶段Ⅳ
形式论 什克洛夫斯基 ·原典选读作为技巧的艺术
艾略特 ·原典选读传统与个人才能
索绪尔 ·原典选读语言符号的性质
皮尔斯 ·原典选读像似，指示，规约
雅柯布森 ·原典选读隐喻和转喻的两极
巴尔特 ·原典选读作者之死V
后结构主义
福柯 ·原典选读人文科学
德里达 ·原典选读外与内Ⅵ
后现代主义
格林布拉特 ·原典选读通向一种文化诗学
德勒兹 ·原典选读块茎
利奥塔 ·原典选读知识合法化的叙事
布迪厄 ·原典选读合法语言的生产与再生产
波德里亚 ·原典选读仿真与拟象Ⅶ
性别研究
伍尔夫 ·原典选读一间自己的房间(第四章)
巴特勒 ·原典选读模仿与性别反抗Ⅷ
后殖民主义
安德森 ·原典选读民族意识的起源
萨义德 ·原典选读东方主义Ⅸ
体裁分论
庞德 ·原典选读作为诗歌手段的中国文字
贝尔 ·原典选读艺术
麦克卢汉 ·原典选读媒介即信息
20世纪文学／文化理论术语与人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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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原则上，艺术作品向来都能复制。凡是人做出来的，别人都可以再重做。我们知道自古以来，学徒一
向为了习艺而临摹艺术品，也有师父为了让作品广为流传而加以复制，甚至也有为了获取物质利益而
剽窃仿冒的。然而，艺术作品以机械手法来复制却是个新近的现象，诞生于历史演进中，逐步发展而
来，每一步的发展都有一段长久的间隔，而跳接的节奏是愈来愈快。古希腊人只晓得两种复制技术方
法：熔铸与压印模。他们能够系列性复制的艺术品只有铜器、陶器和钱币。其他类型的作品只可单件
存在，无法利用任何形式的技术来复制。有了木刻技术之后，素描作品才第一次被成功地复制，而这
是早在印刷术大量复制文书以前很久的事了。众所周知，印刷术，也就是文章的复制技术，为文学带
来了重大的转变。这项发明无论有多么不同凡响的重要性，就我们此处所着眼的世界历史来看，也只
是一般现象中个别的一环而已。中世纪时代除了木刻之外又出现了铜刻版画与蚀铜版画，19世纪再加
上石版。石版使复制技术跨出了关键性的一大步。这项技法更为忠实，直接素描于石块上，而不是在
木板上切画或是在铜片上镂刻，有史以来第一次让图画艺术制品可以流人市面上，不仅是大量出现（
这一点早已做到了），而且是日复一日地推陈出新。这样一来，素描便能够为每日的时事报道配上插
图，也由此成为印刷术的亲密搭档。可是这项发明所扮演的角色在不到几十年的工夫就被摄影所取代
了。摄影术发明之后，有史以来第一次，人类的手不再参与图像复制的主要艺术性任务，从此这项任
务是保留给盯在镜头前的眼睛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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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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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质量没得说，本来准备去亚马逊买的，后来当当有货了，就买了。总之质量不错，值得五颗星
2、如题，因为书中有很多都是原典理论，看起来很费力，我只看了一半就卡不下去了，我觉得要是
考研复习还是一脚踩为主，这本书只能作为参考。真的细心研读太费时间
3、当当网的书都是正版~
4、考研必备的书 ！这是一本很好的书，收录的东西很全很贴切，内容排版也比较合理，用起来很方
便。全国很多大学的中文相关专业考研的必备书目！这也是我买它的主要原因！
5、都是原典，现在在看，有地方不明白就再参看文学史，感觉能提高不少
6、对原典很重视，但是概括不够。建议和朱立元老师的教材结合起来看。
7、这本书纸张我觉得挺不错的 书中都是关于西方的文学摘选 看看挺好的
8、书很好，绝对正版哦！
9、内容，形式，载体，编排，可谓上品
10、大抵算是读完了吧，算是一本还不错的选本吧。只是显然，只读这一本，不够。
11、这本书编的很好!
12、考研用书。以前很不会关注这些书，看了还是觉得收获很大。
13、这本书对于大致了解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的大家及其主要观点还是足够的。但是要深入了解各文论
家的具体思想，并且时间充足的话，还是要找完整的原著来阅读。
14、这本书质量不错，粗看里面的内容还比较专业。
15、考研用的书，很好！
16、典型的川大教材，大片的原典，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买二手教材我都嫌浪费我钱⋯⋯
17、妈妈咪呀，书里都有外国理论原文！！！我勒个去，俺看英文小说都不能达到很顺畅的水平，还
让我看理论原典？！川大不是人考的~~
18、赵毅衡老师编的，很喜欢。里面还有英文原文选读，可锻炼自己外文阅读能力
19、考研用的书，如果考综合或者评论可以借鉴下。
20、算比较前沿的理论
21、大致看了看  感觉还不错
22、讲课用不错，很实用的一本书。
23、很好的教科书！！！就是我们必备的。
24、原文选读恰好弥补文艺理论基础中的欠缺
25、有英语原文，有名家译文，选段精辟，评述得当，好书！
26、只看了一点目录，质量还行
27、天书，看不懂好想哭
28、有点看不懂⋯⋯呵呵，不过比外面便宜，感觉内容比较复杂
29、因为赵毅衡老师参与编选，所以才买了。相信赵老师的眼光！
30、批评而已
31、还没开始看呢，考研用书。。。
32、很受用，不错
33、书很好，理论很强大，就是有点深奥，还有物流能不能快点，等得我都不想说了
34、批评基础
35、书本很好，大致翻了翻，觉得很不错，考研用书
36、生涩而杂乱
37、装帧不错，内容也好，比较有条理
38、极具川大特色
都是摘选的名家文本
中英对照
价钱死贵
重庆大学出版社
不是必须要买来考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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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建议购买
39、今天下午拿到书的。给大家一个参考。 图书目录： I 马克思主义卢卡奇原典选读 现实主义辩本雅
明原典选读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巴赫金原典选读 长篇小说的话语阿尔都塞原典选读 意识形态和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詹姆逊原典选读 文化与金融资本Ⅱ 现象学／存在主义／阐释学英伽登原典选读 现
象学美学：其范围的界定萨特原典选读 为何写作？海德格尔原典选读 艺术作品的本源加达默尔原典
选读 艺术作品的本体论及其诠释学的意义姚斯原典选读 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Ⅲ精神分析弗
洛伊德原典选读 创作家与白日梦荣格原典选读 集体无意识的概念拉康原典选读 助成“我”的功能形
成的镜子阶段——精神分析经验所揭示的一个阶段Ⅳ形式论什克洛夫斯基原典选读 作为技巧的艺术艾
略特原典选读 传统与个人才能索绪尔原典选读 语言符号的性质皮尔斯原典选读 像似，指示，规约...雅
柯布森原典选读 隐喻和转喻的两极巴尔特原典选读 作者之死V后结构主义福柯原典选读 人文科学德里
达原典选读 外与内Ⅵ后现代主义格林布拉特原典选读 通向一种文化诗学德勒兹原典选读 块茎利奥塔
原典选读 知识合法化的叙事布迪厄原典选读 合法语言的生产与再生产波德里亚原典选读 仿真与拟象
Ⅶ性别研究伍尔夫原典选读 一间自己的房间(第四章)巴特勒原典选读 模仿与性别反抗Ⅷ后殖民主义安
德森原典选读 民族意识的起源萨义德原典选读 东方主义Ⅸ体裁分论庞德原典选读 作为诗歌手段的中
国文字贝 尔原典选读 艺术麦克卢汉原典选读 媒介即信息20世纪文学／文化理论术语与人名表一共322
页 看了一下每章节大概都是这样的模式：先哲介绍、先哲著作译文节选、译文对应原文 阅读更多
&rsaquo;
40、川大出版，博大精深，英文是在读不懂
41、真的很好，只是跟我同学买的在封面的颜色上有点差别，但是不影响。
42、书的质量还好，看起来挺舒服的。。。。。。
43、此书是研究现代西方文艺理论很好的文献。
44、哇塞，里面有外文版的原典诶，果真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希望自己能把它吃透，顺利考上研，
加油！
45、不错，符合我的预期。
46、一样是考试用书 用处不大
47、原典阅读是创新但不习惯
48、西方评论，学习中
49、被伤透了心。
50、这样编教材方向才是对的。当然各种值得商榷就是了。
51、现在还没有开始看，不过纸张不错是正版
52、书很好，质量很好什么都好嘿嘿，川大的书气质啊气质，太舒服了！！！！
53、后面的原典选得很好
54、速度蛮快的，货品质量也不错。很满意。
55、附部分原文，有点意思~
56、主要是考研得用，没期望的好
57、因为看到编者有赵毅衡先生才买的哦，不是看所谓的“教育部教学改革重点项目”的成果才买的
，更不是看神马总主编曹顺庆先生才买的。入门书而已。
58、是本好书，原文截取很精彩，延伸读物也很棒
59、川大的这套书编写的很不错，封面也很有感觉，喜欢。。不过原典的翻译有些凌乱的感觉
60、295页出现一个错误，说范特莎是妹妹，伍尔芙是姐姐，反过来了。走马观花似的把现代西方批评
大家走了个遍，截取了他们其中一部作品的其中一点点篇章，明显是吃力不讨好的，选的是否能反映
该批评家的观点立场神马的都值得怀疑，况且是那么小的篇幅。另外，截取的文章的重点部分有英文
对照，英文都不难。
61、简略得过了点。。。。。。。
62、速度很快，书也正合适
63、可惜不考川大了，用不上了，送人了。
64、有汉语介绍理论家的观点，有节选的理论英文原文，更加直观
65、同学准备考研，制定的教材，都是名师
66、书编写的一般，个人觉得只是一般性的常识，不深入，浮光掠影地讲述了文艺理论的外貌。一般

Page 8



《现代西方批评理论》

般而已。。。。
67、正在用心看，感觉不会让我失望！
68、好 发货快
69、一本关于批评理论的原文整理，对于文学专业的学生进行作品批评很有帮助，其中涉及外国知名
学者的批评作品，读后受益匪浅！
70、考研的资料，看了一下，没怎么看得懂，慢慢研究吧
71、考研专用书，加油加油！支持川大
72、活活一本西方文论原典~~英文看不懂看不懂看不懂，各种不懂。。。。。
73、坑
74、我很少看西方的东西，当初童庆炳的一本《文学理论》翻来覆去的就没有整明白，囫囵吞枣的全
部背完，才慢慢理解，希望这本书能够看得顺利些吧。
75、考研需要买了这本书，用于辅导文学评论，和童庆炳的文学理论教程体系不同，不如童本的介绍
详细，可以把两个版本比较阅读。
76、书本值得一看，不是很繁琐，但是内容还是应该扩充些，就学术而言根本是不够的。
77、原典选得很精彩，基本表达了大师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学术脉络比较清晰，是一本成功的教材。
78、这本书比较难理解，但也说明它深刻 。爱好文学的话，多看看吧
79、看到赵毅衡的名字，就决意买下来了。结果，看过之后，很是失望。这只是一本让人知道一些名
目的书，而不是深入探讨研究的书。
80、同一本书里人物译名都不统一。
81、读了很久,原典读本,很多人读了原文才发现竟然比那些个导读的书还逻辑清晰易懂,最打动我的还
是形式主义者和姚斯他们简单的对美的追寻.  依旧是川大教材典型:错别字,前后译名错乱,大片复制原
典.
82、选文断章取义，很不好读
83、翻了下，还可以。非常满意。
84、结构合理清晰、深入浅出、适合学习
85、朋友说可以。专业书，反正我是不懂。懂的人去买吧！
86、该多出一点这种好书了，很推荐，虽然是为了考研买的，不过获益匪浅，超乎应试价值
87、书很好，卖家态度也不错
88、其实觉得我校这套教材想法真心不错，虽然特别爱装逼，虽然一本书同一个人的译名可以有N种
，虽然国籍很错乱。西方文论原典确实比中文译本更清晰，作为导读性的教材还是不错的
89、第一遍>_<
90、里卖弄有我们老师的
91、川大考研参考书，折扣挺好
92、川大考研必备用书
93、是一本以原典阅读为中心的书，适合和文学理论基础一起看，
94、什么鬼书，画虎不成反类犬。不过思路还是好的。
95、这本书选了现代西方很多新的观点，并且有相应的原著在里面！
96、就像看了一场特别意识流的电影，开头“嗯嗯我好像明白”中间“哎呀我擦这啥玩意儿”也有靠
着座椅沉沉睡去，到最后揉揉眼睛意外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形式论和后现代主义简直看的头痛！
性别研究、后殖民主义和体裁分论都是一副好有意思的样子(￣▽￣)终于看完了好想给自己鼓个掌。
97、文本很多，对理解帮助很大，比只有空洞的理论好学很多
98、盗版纸张，正版的应该是浅黄的纸，重大出版社的这种大书我有几本，全是同一的浅黄色的纸张
，很耐看
99、川大中文的图书，很有独创性
100、可以不错还行ok的啦
101、这本教材和这门课其实都是因赵教授而变得有意思起来。赵教授是我在大学里最崇敬和喜爱的教
授之一，曾想过要拜师于他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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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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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现代西方批评理论》的笔记-庞德-联结东西方的诗章

        
  美国20世纪现代派诗歌运动的最主要推动者。基于对中国诗和汉字构成的理解，他提出“表意文字法
”。他发起“意象派”，组成“漩涡派”。他翻译中国诗，出版《神州集》，写《诗章》、译《诗经
》，《比萨诗章》获国会“博林根文学奖”。

 庞德整理了美国东方学家厄内斯特·费诺罗萨向日本汉学家学习中国诗时候做的感想笔记，这笔记也
影响了庞德自己的观念。

 说实话，中国诗-日本汉学家-费诺罗萨-庞德，这已经倒手三回了，然而其中难免的误读其实是庞德有
意为之。意象派，“并置法”，“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中国诗的美感在于每个字都有至少一
个意思，1+1的魅力又远大于2，把不同的文字放在一起，期间的联系和组合关系交由读者自己去勾勒
。这是一种留白，也含有互动。中国诗美在其清晰简洁的图画美，不用虚词，所以无间隙感。因此庞
德从中受到启发，“并置法”即是少用连接词、系词、介词等，靠意象的并列表现比喻关系，表现事
物间的动势。

 中文诗有时不拘于文法，而且偏偏反其道而用。比如“香稻啄余鹦鹉粒，梧桐栖老凤凰枝。”置换了
主宾位置，人能看懂，但也会惊奇这种灵动的手法。庞德从中国诗启发中解放了严谨的西方语文逻辑
，以直陈意象来留空间给读者去无限阐发联系。

 有时候觉得，中文是有颜色有温度有情感有容貌的。面对不熟悉的英文文章，很可能从头到尾都很难
分析出作者的态度情感，而看中文，几个字就足以判明作者的风格态度。这固然与读者的文化背景有
关，对中英文的熟悉程度不同会有此感；但是也与中英文的文字特征有关。

 英文线性思维，注重抽象与逻辑，情感是通过整句来判断的，一个句子可能要加不少从句才能表全意
思；而中文感性形象思维，每个字都可以单独表意，而且每个字在不同的文本背景中，意义功能是多
变的，可以凸显其本身，也可弥散为文本背景，对全篇的理解是在字词的内在交错互相影响中完成的
。比如互文，“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这与直线的西方思维相比，具有某种更为立体的特性。

 从美学角度讲，按朱光潜《谈美》一书的总结，美是孤立于世俗的，跳开世俗功利的圈子，用无所为
而为的态度去欣赏，才能得其真意。不用考虑科学数据，不消盘算现实利益。孤立地看，才能得到美
的享受。中文诗正是暗合其意，撤去了妨碍的实用的语法关系，只把意象孤立地显露出来，这样才能
得读者全神贯注的凝神咀嚼。比如“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十个字，而动态空间、广阔意境、时
空延展皆出，译成英文：“The bright moon rises from the sea, the whole world enjoys the time.”就多了不少
拖拉余物来分散眼睛的注意力。

 费诺罗萨和庞德对中国诗的借鉴和吸收，事实上是脱开了西方经济、政治强势的盛气凌人的眼光，为
英文诗乃至西方艺术的表达找寻一个新的方向。这个方向表面看是得益于中国诗，事实上是审美学之
中“美即孤立”的一种潜在阐发。

 意象叠加，意象之间的组合关系和逻辑关系作为留白，这也是作品与受众的互动，也是清除杂草彰显
鲜花的手法。

 中国汉字的形声多义，内涵丰富，可解读性颇广。艺术的魅力正在于可以被多样化解读。如“人见马
”，费诺罗萨解为字形表义的“两条腿的人看（“见”被解为长了两条腿的眼睛）到四条腿的马”。
英文没有这种字形表意的优势，但可以从中总结可吸收的部分。比如费诺罗萨说，“由于强烈依赖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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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它把所有的言语提高到戏剧诗的高度。”

2、《现代西方批评理论》的笔记-德里达

        德里达：
简介：阿尔及利亚 法裔犹太家庭 他的后结构主义实践被称为“解构主义” 解构意味着拆解、分裂和
颠覆
作品：《论文字学》《播撒》《友谊的政治》《另一只耳朵》《马克思的幽灵》
理念：本文拆解 解构颠覆
 既然语言结构中能指与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差异性的，那么语言结构就是个开放系统，意义随能指
与所指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
 德里达认为，书写是对意义的延宕和含混。多义性生产本身就是语言的内在特质，语言意义的生产就
是从能指到所指不断推延的过程。
 西方文化由于对书写的歧义和含混的恐惧，从而肯定言语，压抑书写。
***********************************************
笔记：肯定言语压抑书写，其实就是追求一种整齐化、界限分明的牢固安全感。一个萝卜一个坑，大
家各安本分，不会有混乱或者差错，是秩序和标准的体现。可是秩序本身就是人一厢情愿的标准，包
括单位、计量‘时间等，都是相对范围内可以成立。因此产生解构与消解来破除清晰的界限是必然的
事。这不仅是对语言和文字的灵肉合一，也是对各种理念的界限模糊。执此反彼本来就是过于极端的
事，不如中国文化的太极，阴阳互生。

3、《现代西方批评理论》的笔记-学审美经验研究 随笔

        
“波德莱尔的审美经验理论显示了与后来弗洛伊德和普鲁斯特的美学之间的共同点：对新鲜事物具有
敏感性或者以令人惊讶的方法再现另一世界是不够的；需要另外加上一个并存的因素，这就是打开通
向重新发现被湮没的经验的大门，追回失去的时光。唯有这样，才能构成审美经验的全部深度。”
**********************************
笔记：人们对新鲜事物的兴趣并不能维持很久，而唯有当文学作品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也即引发
人们对过去曾经亲身经历或目击的类似场景的回想时，人们才可能被作品打动。

 “按照埃德加温德的说法，这种现代艺术所表现的是这样一种矛盾情况：‘答案给出了，但是问题却
被放弃了。于是这一答案就可以被理解为一个问题。’这里，读者从直接接受者的处境中被排挤出来
，而被放在不按门径的第三方的立场上。他面对一个尚无意义可寻的现实，必须自己找到那些问题，
它们将为他破译感知世界和人间的问题，文学的回答正是针对它的。”
*************************************
笔记：此处联想到荒诞剧《等待戈多》，答案在剧中揭晓——戈多没有来，然而这是不为观众所满意
的，他们会由答案转而寻找问题：戈多是谁？为什么要等待他？他和剧中人什么关系？有了问题，观
众转而从剧中探求答案的可能性，从而达到更深层的思维调动和互动，这一作品的意义由此得到深化
。

“由上述一切而来的结论是，文学在社会存在中的特殊成就只能在文学没有被同化为表现艺术的功能
的地方去找。”
***************************************
笔记：根据姚斯的理论，审美距离（既定期待视野与新作品的出现之间的差距）越小，接受意识越是
无需转向未知的经验的视野，作品就越接近于“烹调的”或娱乐性的艺术，也就是所谓“消遣”型作
品。如果审美距离越大，“起初被体验为一个令人愉快的或陌生的新透视角度”，也就是“新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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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这类作品能够扩大人们的视域，从而达到视域融合——也即文学的特殊成就（教育意义）。

4、《现代西方批评理论》的笔记-艾略特

        艾略特：
       20世纪上半期西方影响最大的诗人 《荒原》
       1927年离开美国加入英国籍 1943年发表长诗《四个四重奏》以此获得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
       30年代后期-50年代初，在相当长时期内被公认为英语文坛领袖
非个性论：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
《传统与个人才能》此文认为：既然作家的个性并不重要，作品的创作意图也就不重要，最重要的就
是作品的表现形式。——这就是整个形式论的出发点，也是20世纪文学中“新古典主义”浪潮的出发
点。20世纪文学基调是反个性的，克制陈述与反讽修辞为风格主流。
******************************************
笔记：称为“新古典主义”果然不是没有原因的，艾略特主张把作家（诗人）和作品放在历史的框架
中去看，作为一个有机的程序的新插入部分，一旦加入，过去的和新来的都需要做适当调整，“每件
艺术品对于整天提的关系。比例和价值都重调了。”从宏观角度看，他的观点无无疑是全面而动态发
展的，但是说诗人在“逃避个性”就显得没有充分根据了。诗人可能不断吸收新知来扩大自己的视界
和素材库，如典故的使用等等，但主要还是由个人个性表达的特点构成另具一格的形势，可以说诗人
由此不断完善他的个性，使之发展成熟，但是只要是在表达，就是有立场，立场反映个性，完全消灭
个性是不可能做到的。

5、《现代西方批评理论》的笔记-伽达默尔

        伽达默尔
简介：德国 哲学阐释学 师从海德格尔
作品：《真理与方法》《美的现实性》《柏拉图与诗人》《歌德与哲学》《诗学》

 伽达默尔认为，文艺的本质或真理在于游戏。游戏的本质是表演或展现，游戏是游戏者和观赏者共同
参与的活动整体——这一观念与中国的“游戏人生”观颇为神似。“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
雪。若是心头无闲事，便是人间好时节。”这种悠然的心态和“看破”、“放下”、“忘我”等词汇
，也近似说明佛学哲学中人生最高艺术境界是以浮生为梦、为游戏，经历却不执著。
 “表演者完全消失在他所表现的东西的认识中。但是被表现的东西，著名的神话传说事件，通过表现
仿佛被提升到其有效真理中。”——这正是佛家“忘我”、“表法”的诠释一种。禅理故事中，也是
追求用展现世俗生活来使人领悟，删去无关紧要的细节，突出因果循环的道理。
 “文学艺术作品只有被展现、被理解、被阐释时才能具有价值和意义。”正如平常的生活图景，只有
通过回忆或者“再现的叙述”和整理加工（往往还加上后来的点评和总结），才能成其一段叙述文，
或者回忆录，即文学艺术作品。
 “艺术的真理也就在于接受者和作者的对话，是现在与过去的理解性对话。” 正如游戏的要义在于
“互动”，在于充分调动参与者的兴趣和投入。游戏所要宣扬的团结、合作等主题，不是单个参与者
本身所可以表达，而是通过众多参与者身体力行、加上旁观者的总结而得以表达的。所谓游戏的主体
在于游戏本身。
 伽达默尔认为，所有的理解都依赖于理解者的前理解，依赖于解释者的传统影响和文化惯例。但是阐
释者的任务不是孤芳自赏，而是扩大自己的视域，与其他视域交融，这就是视域融合。
 也就是说，每个解释者都是“有立场”“有角度”“有先见”的，通过他们的立场、角度和先见延伸
出来对艺术的不同立场的交流理解，从而达到认知的多样性。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千个读者见到一千个哈姆莱特”，皆由人的固有文化背景为出发点，与
艺术的创造者交汇于创造的艺术品，从而扩大自己的视域。每个人的理解各不相同，对作品方面和角
度的延伸也会各有侧重。
 “世界的存在是通过语言被把握的。” “世界在语言中得到表述。”蚂蚁毛虫的世界是一维的，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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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走兽的世界是二维三维的，他们的范围止于所见，而人的世界是四维的，加了时间，人们各自之间
对未曾见过的世界的表述，这些成为人的社会交往中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最重要表现部分。伽
达默尔认为，理解过程就是语言过程。那么，表达、理解、沟通就是认识世界的基础。阐释学正是致
力于对作品的理解与表达。

6、《现代西方批评理论》的笔记-贝尔漫笔

        
英国艺术哲学家，20世纪形式主义艺术理论的重要代表之一，著名视觉艺术评论家。剑桥大学三一学
院学生，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一员，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妹夫，富家花花公子，一战时与画家范奈莎·
斯蒂芬婚姻名存实亡。贝尔评论过塞尚为代表的后印象主义和毕加索为代表的立体主义绘画。塞尚、
普鲁斯特是等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家。

 贝尔提出“有意味的形式”，其实也就是肯定了作品的特定形式大于内容，形式是“对事物的本性的
把握”，是“终极实在”之感受的形式，也就是一个事物本身的意义。

 从某种角度来说，形式就是结构。比如石墨与金刚石，同为碳原子组成，只因分子结构不同，性质、
价值大相径庭。

 贝尔提出了一些有意思的观点。“一切审美方式的起点必须是对某种特殊感情的亲身感受，唤起这种
感情的物品，我们称为艺术品。”“一切审美方式必须建立在个人的审美经验之上，换句话说，它们
都是主观的” “在纯粹的审美中，我们只需要考虑自己的感情和审美对象。为了审美的目的，我们没
有权利，也没有必要去探讨某个作品作者的心理状态。”（也就是强调作品与受众当下的契合与共鸣
。）

 也就是说，贝尔也是承认“美即孤立”这一态度，只是他的视角强调“有意味的形式”。丹纳在《艺
术哲学》一书中，也推论出“美即真理”，说美是重新组合的日常事物。他们所说的美和艺术，全都
不是自然本身具有的，而是来源于自然，经过人工加工的。

 对花和蝴蝶产生的感情，与对一座教堂或一幅画所产生的感情不同。而美学的任务之一就是找出一切
能像艺术品那样感动我们的物品的共性。

 事物的表现形式，如插花、茶道、下棋、书法⋯⋯确实都以其表现形式而非自然特性为人所愉悦。其
形式隐含了形式组合中事物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这种不可言说的关联性，才是给读者受众想象空间
的发源。

 也就是说，形式是外在，各事物之间的关联才是艺术品成其为美的核心所在。所以说“形式中的有意
味的关系”是比“有意味的形式”更进一步的表达推论。

 贝尔说“叙述性绘画”的形式并不是能唤起我们感情的对象，而是暗示感情、传达信息的手段——也
就是说，实用性的并非美。艺术的首要目的是打动人心，而非忠于真实。《帕丁顿火车站》完全可以
被摄影师和记者合作而复现出来，而《兰亭序》哪怕被复制，打动人们的也还是原作里面流动的神韵
。

 贝尔宣称：“艺术是高于道德的，或者恰切地说，一切艺术都是合乎道德的。”“艺术是表达善的直
接手段。”能够直接引起人们的伦理共鸣。一件好的艺术作品，哪怕其本身并不为说教或宣讲存在，
但其内含的真理和情感能够打动人心引起共鸣，让人心向往之，从而自觉接近善。

 以下故事很好地体现了贝尔的观点：一位老师出于同情和爱心，给一位贫穷的脏兮兮的小女孩梳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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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了脸，还送她一件漂亮的蓝色连衣裙。小女孩开心地穿着裙子回到家，她的妈妈忽然意识到女儿的
美丽可爱，开始感到房间太乱，不配这整洁的女孩，于是开始打扫房间。女孩父亲回到家，惊诧于家
里与以往不同的整洁，看到门前的杂物很扎眼，于是开始清理花园，邻居发现他家的变化，决定做些
什么，于是重新粉刷了墙壁⋯⋯

就这样整个社区的人纷纷有所行动，最后他们甚至集中起来修整了原先坑洼不平的街道，对自己的着
装和言谈举止也比以前更在意了——就这样，一个穿蓝色连衣裙的小女孩刷新了一阵个社区人们的生
活，我想这就是艺术的伦理性。

7、《现代西方批评理论》的笔记-姚斯

        姚斯
简介：德国 接受美学重要代表 （还有伊瑟尔） 康斯坦茨学派
作品：《走向接受美学》《文学史作为对文学理论的挑战》《艺术史和实用主义史》《风格理论和中
世纪文学》《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在阅读视界变化中的诗歌文本》等

 姚斯试图通过英伽登的现象学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来避免文学研究的两种极端倾向（一是俄国形式主
义只注重文学形式问题；二是庸俗马克思主义只关注作品的思想内容与历史问题），从而把内容与形
式、文学与历史、美学方法和历史方法整合起来提出文学研究的新范式，通过期待视野把作者、作品
与读者联系起来，实现文学效果历史决定文学的作用性，形成新的文学观念。
 在他看来，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有它自己独有的，历史上的和社会学方面可确定的读者，每一位作家依
赖于他的读者的社会背景、见解和思想，文学的成就以一本表达读者群所期待的东西的书，一本呈现
给具有自己想象的读者群的书为前提。
 **********************************
笔记：
 真正的艺术是“无所为而为”的，写作只是忠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或者说，“真理”，至于
何种读者有幸看到，那是读者自己的事了。作家只可大致说是面向成年人或儿童、企业家或学生的，
然而这属于作品题材范畴。文学的成就在于忠实表达情感与真理，为读者所承认和接受。若说是表达
读者群期待，我认为是碰巧。文学作品也是未完成品，如白色石膏像，由读者自己涂上自己意识的色
彩。

8、《现代西方批评理论》的笔记-体裁分论 随笔

        
体裁：指文学、艺术、文化活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表意和解读程式。体裁的不同，往往由表面
的形式上，引向文化规定的此体裁特有的接受方式。体裁并不完全是文本的先天规定，是文本与文化
之间至关重要的关联方式。（《庄子》可作美文来读，也可作为哲学论文体裁）
 象字之初，根本无所谓体裁，人们只想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而不自觉采用了某种方式。从易卦辞
爻辞中的二言、诗经四言。古诗十九首的五言乃至后来汉赋绝句律诗⋯⋯体裁的出现就是随文本出现
的增多而总结的规律和分类，从这方面说，体裁是偶然的。
 有故事曰：一人北行逐马，另有一人从之。其北同，其所以北不同，不可不察。体裁亦如是。第一人
为了表达意思，无意间采用某种形式，作出文章颇佳，引后人称道，于是后人从各方面研磨，也仿此
体裁写作，以至形成一类。这是体裁形成之初的情况。（咆哮体等也是仿句型之作）
 而后呢，如刘老师所说，“二流子的音乐怎么能配毛主席的诗词？” 体裁自从生成，也与其内容有
不可分割的关联。诗适合言志抒情，赋适合歌颂赞美，词偏重儿女情长，小说重在讲故事⋯⋯如果换
得太离谱，一定会有很多不合适。
 不过阳极而阴生，阴极而阳长。但凡一种体裁发展到极致，总会生发新的细化的内容——诗歌开始有
“载道”或“独抒性灵”之争；赋除了雄浑大赋还出现了抒情小赋，词除了儿女情长又出现了辛弃疾
苏轼等豪放派，小说除了文言又生发了白话小说⋯⋯看他们处于历史之中的人争来争去，宏观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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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是符合此消彼长、成住坏空的基本规律。存在皆有道理，无好与不好之争，只有合不合时宜之判
。
 体裁与内容的不可分割，正如灵与肉，少了哪一个都不可称之为人，所以形式与内容之间不可持偏论
。
 成仿吾说，只要是真诚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就一定是偏激的，断无持平之理。然而他们争议是为了尽
力阐明道理，我们读者以作参考，各方综合分析，坚持视角主义就比较客观。

9、《现代西方批评理论》的笔记-雅克·拉康 

        拉康：
简介：法国心理学家 哲学家 心理分析学派主要代表之一 1966年创立“巴黎弗洛伊德学派”，连续30年
主持一个心理分析讲习所，每周或隔周作一次报告。
作品：《象征、真实与想象》《言语与语言在精神分析中的作用和范围》
拉康主张回到弗洛伊德，但提出一系列与其很不相同的观点。镜像理论。儿童照镜子时，看到旁边有
伴随的大人，有身外之物。他看到自己与他人不同，在确立自我的同时，也就确立了他人。他人一方
面与自我对立，带来心理上的压力和焦虑和敌对意识，在另一种意义上，他人代表了社会的环境。
*****************************************
笔记：幼儿是没有自我意识的。蜡笔小新常常一边进门一边高喊：“妈妈你回来了！”害他妈妈一遍
一遍纠正他。最开始有隐约的“我”的概念，也许是出于模仿（不然有镜子以前的人们是怎么知道的
呢？）但有“我”以后，就有了相对的“你”，于是有了对立意识，于是小孩子开始顽皮不听话。

转化或象征物（或译为符号体）在拉康看来就是语言。象征物有一种根本特性，就是它可被置换。在
置换过程中，事物被符号化，并且借助符号之间的联系获得“真实的”意义。
人们所从事的研究包括历史和理论，都不过是一种把握和描绘历史现实的愿望，但拉康认为，现实之
物是不能用符号代表的。任何描述无法再现历史与社会的现实。
*******************************************
笔记：又想起数学的渐近线理论，作出的曲线只可能是无限趋近但无交集。所谓历史，都是人带着自
己的立场写的，多少会有主观偏见；理论都是站在某个观点角度作出的，难免只适合特定范围。

10、《现代西方批评理论》的笔记-马丁·海德格尔

        马丁·海德格尔
简介：德国人，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家，对当代解构主义、诠释学、后现代主义、神学起了重要影
响。
作品：《存在与时间》 《林中路》《荷尔德林诗的阐释》
主要观点：
 艺术家是作品的本源，作品是艺术家的本源。两者相辅相成，彼此不可或缺。决定艺术家和艺术作品
的是最初的第三者，即艺术。物性的根基是作品最直接的现实。但是，艺术作品之所以成为艺术，不
是仅仅因为它具有物性，还因为它呈现了基于物性的大地和世界，揭示了真理。艺术的本质就是真理
之生发，是对存在的显现。澄明、去蔽。
 一切艺术本质上都是诗。诗不是一种虚构，也不是对非现实领域的单纯表象和幻想的悠荡飘浮，而是
让无蔽发生的敞开领域。⋯⋯唯语言才使存在者作为存在者进入敞开领域之中。所以诗乃是存在者之
无蔽的言说，语言本身就是根本意义上的诗。
 理解是具有偏见的，也是具有成见的。人们对任何事物的理解都不是用空白的头脑去被动接受，而是
以头脑里预先准备好的思想内容为基础，积极主动地进行的。
**********************************
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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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德格尔的观点让人想起朱光潜《谈美》之中的观点，“艺术是‘情与景的和谐交融’”，也承认艺
术作品的物性，同时承认其高于普通的物性，在于其“揭示了真理”，彰显了其平常不为人所注意的
、非是仅为实用的一面，而作为作品本身让人加以仔细端详和重新认识。另有一种是什克洛夫斯基所
说，艺术是把生活中的事物“陌生化”的过程。其表达形式不同，意义却差别不大，总之是从寻常中
彰显、放大、显微，引起人们的注意和意识的停留。
 艺术创作品和制作品之间最显著的差别，海德格尔没有说清，而朱光潜表意很明确：艺术创作品的意
义在于其本身，它是“无所为而为”的，而制作品的目的在于运用、实用，是与外界事物相联系的，
因此才会“越是顺手，就越发不引人注目，器具就越封闭在其器具存在中。”“人们也很快就会忘掉
，因为这太寻常了。”
 然而，不仅是因为其寻常，而是制作品的实用性将其与其他事物相连，人们的注意力因此而转移了而
已。艺术作品则相反，它越孤立越好，“越是孤立地牢系形象立于自身，它越纯粹地显得解脱了与人
类的关系，”就越能凝聚人们的注意力，从而使人们停留下来发现更多东西。“改变我们日常的与世
界和大地的联系，因此抑制我们的一般所为和评价，认识和观看，以停留于作品中所发生的真理。唯
有这种停留的抑制，才使所创造的成为所是的作品。”
 海德格尔认为，理解是具有偏见的，也是具有成见的，又说“真理意味着真实的本性”、“真理是显
露”。那么艺术家创作的过程就是试图对真理的表达和彰显，（尽管是透过他本身的有限视角和偏见
理解）从而引起人们对真善美的关注和共鸣。
 ——“这样，建筑艺术、绘画艺术、诗歌艺术都获得了本质的同一性，都是在于诗意创造，都处于语
言之中：唯语言才使存在者作为存在者进入敞开领域中。所以诗乃是存在者之无蔽的言说，语言本身
就是根本意义上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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