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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境遇与文论选择》将金球化时代的古今、中西文论置于广义文化诗学的平台中，在对接、
转换、对话中突出中园本土以文论为主体的文化资源的现实对应力，问题解答力、平等蠢往力和文化
创新力。
从宏观性语境描述到中园式应对姿态的确认，从中国古典诗学的纵向抚理到中西现代文论的横向对话
，从数字化走势中文学创造行为诸多新质的辩证到接受方式中现代生态观念的阐发，这既是金球化境
遇中文艺理论的存在方式，也是文艺形态现代演进的基本生态，自然成为该著所追求的逻辑建构路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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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会员，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中国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新文学
学会会员，湖北文艺理论家协会会员，武汉斯诺研究中心成员，兼任《交通时空》及《书讯》特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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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当欧风美雨飘洒中国文林——《文化境遇与文论选择》序    第一编  全球语境与应对姿态第一章  全球
化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话题    一、知识分子及其公共职能    二、当下知识分子的“去公共化”倾向      
三、重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形象第二章  全球化境遇下中国文化的应答效果    一、走进全球化：事实与
问题    二、交往与融汇：文化发展大势    三、同化或异化：中国文化的艰难抉择    四、“天人合一”
：重建文化新秩序的东方策略第三章  全球化背景下审美文化的对话空间    一、中国处境：审美文化建
制的四种背景    二、异域参照：从巴赫金到托多罗夫的“对话”空间      三、建设性展望：对话思维的
当下启示第四章  毛泽东人格模式的文化发生学考释    一、传统本土文化滋养了现实兼浪漫的人格特征
   二、世界进步思潮影响了忧患与超越的人格品质    三、革命与建设实践磨砺出自信而务实的人格风
范第五章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应对力量一    一、辩证对待既有资源：甄别筛选力    二、合理接纳优秀成
果：消化吸收力    三、持续提升转化效能：创新增长力第六章  邓小平文艺思想的时代回应    一、正确
评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历史地位    二、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    三、创造性地设计文艺体制改革
新思路    四、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体系    第二编  古典诗学与现代视域第七章  古典诗学
逻各斯中心的现代解构    一、“秩序意志”：东方逻各斯中心    二、程序规则：古典诗学的文质编码   
三、新世纪的期待：古典诗学的现代转化第八章  古典诗学“言意之辨”的美学生成    一、“言意之辨
”：问题的缘起    二、“书不尽言”：语符的无奈    三、“言不尽意”：言者的失语    四、“义生文
外”：诗学的隐匿第九章  苏轼创作思想的现代梳辨    一、“幽居默处”：作家修养论    二、“有为而
作”：创作目的论    三、“成竹于胸”：艺术构思论    四、“心手相应”：文本和谐论    五、“文理
自然”：作品风格论第十章  蔡仪美学根基的现代审思    一、美自美：审美主体的沦丧    二、歧路上的
摇摆：美学基点的错位    三、“关系”的失落：审美建构的神话第十一章  跨世纪文论话语的重建吁求
   一、视野映照：全球化与中华性    二、本体之思：话语格局与现代媒介    三、建设立场：中心观念与
边缘思维第十二章  伽达默尔文本观的阐释路向    一、文本：“被理解的真正给定之物”    二、文学文
本：“最高程度上的文本”    三、方向性与无限性：伽达默尔的创意    第三编  主体维度与数字指向第
十三章  创作主体的协和素养    一、丰厚的生活积累    二、完整的知识结构    三、超拔的思想境界    四
、健康的审美趣味    五、独特的表达技巧第十四章  创新精神与风格范型    一、作家个性是一种超越性
能量    二、体制内外都有创新的空间    三、虚构与否并非创新的最高指标    四、个性风格及其体征    五
、创作风格的范型比对第十五章  数字时代艺术生产的技术修辞    一、技术性修辞背景    二、光电式输
入平台    三、虚拟化写作体验第十六章  数字语境中的文本构型    一、话语频道的多媒体交响    二、多
重主体的交互性叙事    三、网状链接的超文本浮现第十七章  数字化书写的文体解放形象    一、数字情
境下的艺术解放    二、汉语写作的技术灵韵    三、融汇趋势中的文体新生第十八章  “新世纪文学”的
总体趋向    一、追求心灵自由：文学观念趋向多元化    二、宇宙意识增强：人文视野趋向全球化    三
、无法乃是至法：艺术表现趋向自便化    四、平民意愿彰显：审美趣味趋向大众化    五、生存忧患加
剧：生活关怀趋向纪实化    六、插上翅膀飞翔：传受渠道趋向电子化    第四编  生态批评与批评生态第
十九章  生态批评的生命智慧与文学盟约    一、“成长的界限”：全球化时代的伤痛    二、批评的焦虑
：生态批评的生命旨趣    三、无悔的牵手：生态批评与文学的盟约第二十章  生态报告文学的转型意蕴
   一、生态报告文学的概念辨析    二、生态报告文学的文体必要    三、生态报告文学的掘进潜力第二十
一章  梅洁生态“倾诉”的救赎意愿    一、荒原凝眸：自然的忧戚    二、生存拷问：社会的悲悯    三、
搭救愿景：文化的牵引第二十二章  斯诺文学图景中的生态观念    一、“白云”的渴望：自然生态观    
二、“施乐”的旨趣：人本生态观    三、“世界公民”的诉求：宇宙生态观第二十三章  史蒂文斯诗作
中的自然崇拜    一、飞鸟与乡村：家园记忆    二、诗性想象：化忍受为享受    三、语言与直觉：自然
和心灵的联姻    四、季节意识：生命的对应第二十四章  批评生态的症状与未来选择    一、文学批评的
生态视域    二、文学批评生态的现存症状    三、文学批评生态建设的未来选择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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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道家的辩证思想及宇宙本体、天人合一的大宇宙、大现实、大浪漫意识，对毛泽东宇宙与个体、
宏观与微观、思辨与浪漫等二元多极人格空间的构成富有启示意义。
对于墨家，毛泽东以分析的态度对待“兼爱”、“非攻”命题，撷取其“尚贤”、“尚同”精华，尊
重知识，礼待人才，力主四海团结，民族和睦，国家统一。
至于法家，毛泽东否定了它的“息文学”主张，发展了“明法度”思想。
有人所谓毛泽东只重权术、不明法度的说法显然缺乏充足的依据。
事实是，毛泽东对古代诸如荀子、商鞅、申不害、慎到及韩非等的法学、法制思想极为重视，并创造
性地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以法制为核心、礼法互用、术势一体的法治思想，即在宪法、法律、法规的
基础之上辅以思想教育、权势影响、政策约束的治国治人之道。
由此，毛泽东法、术、势结合，有法有度，文武并重，刚柔相济的人格魅力得以确立。
　　那么，“三李”诗学与毛泽东人格生成有何关系？
“三李”诗学即唐代诗人李白、李贺、李商隐所代表的诗歌倾向及书写风格。
这是以浪漫主义、理想主义为基色的创作路线。
毛泽东认为，诗格即人格。
文学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没有理想就不能超越，缺乏浪漫就会丧失革命激情。
因此，毛泽东不仅努力塑造自身革命家、实践家的现实主义形象，而且善于以诗人、书法家的潇洒与
豪迈来抒发革命理想，以乐观主义情怀期待革命胜利后的光明前景。
因此，他的诗词书法大气磅礴，长风出谷，如决大川，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有机统一了起
来。
此外，对于中国传统古典文学，毛泽东十分欣赏《离骚》、“初唐四杰”作品以及苏轼、辛弃疾等豪
放派词作，同样是因为这些作家作品既植根于滚烫的现实沃土，又因作家艺术心灵的照射而升华了现
实生活，闪动着进步的思想、昂扬的斗志、不倦的豪情，思想勃发，流丽飘逸，表现出强劲的生命美
、激情美、力量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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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化境遇与文论选择》由龚举善所著，从宏观性语境描述到中园式应对姿态的确认，从中国古典诗
学的纵向抚理到中西现代文论的横向对话，从数字化走势中文学创造行为诸多新质的辩证到接受方式
中现代生态观念的阐发，这既是金球化境遇中文艺理论的存在方式，也是文艺形态现代演进的基本生
态，自然成为该著所追求的逻辑建构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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