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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象学不仅是一种哲学，更是作为一种哲学方法、一种现代的哲学思维方式深刻影响了20世纪以
来的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
现象学美学是一种典型的哲学美学，对20世纪的西方美学与艺术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现象学与西方现代美学问题》的内容主要涉及三个基本方面，对现象学美学进行整体性与问题
性研究：第一，现象学美学基本问题研究，如审美深度、审美对象的存在方式、审美对象的构成、本
质直观、现象学悬搁等；第二，对现象学哲学家和美学家有关美学问题的探讨，比如胡塞尔、萨特、
英伽登、杜夫海纳等的相关美学思想；第三，从方法论意义上探究现象学对当代中国美学理论建设的
意义，从整体上对其作出理论阐释。

　　《现象学与西方现代美学问题》由张永清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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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永清  男，1965年10月出生，山西平陆人，文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
生导师，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副秘书
长、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主编。
曾先后在山西师范大学、武汉大学、西北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学习。
主要从事美学、文艺理论、当代文艺思潮研究，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
英文版)等刊物发表多篇论文，出版有《现象学审美对象论》、《新时期文学思潮》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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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诚然，并非各个层次的顺序和关系都存在问题，这个问题在声音构造层和意义单元层并不存
在，问题主要集中表现在图式化观相层和再现客体层。
换言之，在意义单元层之后，图式化观相层与再现客体层两者是同时呈现还是次第呈现？
如果是次第呈现，究竟是图式化观相层还是再现客体在先；如果两者同时呈现，理论上对此又作如何
解释？
很显然，英伽登对此问题的相关论述不仅存在含混而且自相矛盾。
我们认为，英伽登作品“多层次构成”理论有四个层次，图式化观相层和再现客体层是次第出现，否
则作品就是三个而非四个层次；作品四个层次的正确“顺序”为：声音构造层、意义单元层、图式化
观相层、再现客体层，即我们认同第二种观点。
①限于篇幅，我们在此只能将主要理据作如下简述。
意义单元层几乎占据了《论文学作品》的一半篇幅，足见其在作品层次论中的重要性。
英伽登在意义单元层这一部分着重论述了语词、句子、句群的意义、作用及功能。
鉴于无论是英伽登本人还是研究者对此问题已多有论述，我们无意再对其作相关描述和阐释，我们关
注的是意义单元层的“意义建构”问题，这是因为对这一问题的阐释有助于我们理解与把握它与图式
化观相、再现客体之间以及后两者的内在逻辑关系。
英伽登在《论文学作品》的第七节《什么不属于文学作品》中，明确提出将一些与文学作品的建构无
关的因素排除：第一，应排除作者本人以及他的命运、体验和心理状态，应严格区分作者的构造和作
品这两类不同类型的客体；第二，排除读者的体验属性和心理状态，应严格区分读者的构造和作品这
两类不同类型的客体；第三，应严格区分现实的与作品的客体和事物这两类不同类型。
②由此不难推断出，英伽登是一个作品中心论者。
但是，英伽登只是一个温和的作品中心论者，他对作者、读者以及现实的客体与事物等并未完全拒斥
，而是将其相关属性与功能整合为作品的结构性要素，即“排除”作品之外的作者、读者与现实事物
，“包容”作品之中的作者、读者与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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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象学与西方现代美学问题》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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