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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首诗，一幅画，一场音乐会，若艺道精妙，就会让人体会到无限欢乐。
人们惊叹于艺术之妙，所以，总要追问：何为艺术？
艺术何为？
艺术构造了民族文明的精神个性，艺术传承了民族生活的独特精神记忆。
作为文明的独特精神形象，艺术作用于民族心灵，构成了民族文化生活的独特精神禀赋。
在文明的诗思传统中，人们极其重视艺术的价值。
可是，有个问题一直被隐匿：那就是，艺术如何构成了文明？
艺术能构成怎样的文明？
在此，我们着重想说明：艺术是文明的产物，尤其是政治宗教文明的产物；有怎样的政治宗教文明，
就会有怎样的艺术生活。
在文明生活中’艺术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它或者顺应政治宗教的要求，或者反抗政治宗教的要求
，驰骋生命的想象与情感，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
在不同的政治宗教精神作用下，经济基础决定着艺术的成败得失，因为经济生活与政治宗教生活，最
能激活艺术。
由于专业的限制，这里，我们只能讨论“小艺术”，即讨论诗歌、小说、戏剧、绘画、音乐，等等，
其实，“大艺术”的价值即风景、建筑、园林和城市，更值得重视。
没有“小艺术”的眼光和“小艺术”的自由探索，“大艺术”的发展可能会受到阻碍，“大艺术”的
价值就会被低估。
从文明意义上来说，只有处处洋溢着美的民族国家，才是伟大的文明国家；反过来，伟大的民族国家
，总会时时重视美并保护美。
传统艺术理论的局限，就在于：轻视生活世界的大艺术，醉心于个人世界的小艺术。
实际上，没有优美的大艺术，即使存有许多优美的小艺术，文明本身肯定存在着巨大的缺陷。
我们崇尚优美而自由的文明，崇尚深邃而优雅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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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形象创造，既是文学艺术创作的基本出发点，又是文学艺术欣赏的根本价值所在；形象解释，既
是诗学或文艺学创建的重要思想任务，又是政治哲学反思的诗性价值论域。
作者创造性地把形象学与叙述学结合在一起，建构了“形象叙述学”的基本框架。
与此同时，作者引入政治哲学的基本价值观念，对民族文学艺术形象的生命价值进行了思想解读。
更为重要的是，作者通过大量作家作品的分析，特别是通过经典作家与非经典作家作品的形象创造的
比较解释，不仅建立了民族文化与小说形象叙述的内在联系，而且确立了叙述形象评价的人道主义原
则与公民生命自由原则。
作者还特别重视形象创造与民族文化精神的内在联系，从形象作用于民族心灵记忆的角度，为自由美
丽的民族精神形象的创造开辟了思想可能性道路。
全书语言细腻生动，形象体验丰富自由，显示了形象叙述学研究的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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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咏吟，男，1963年生，湖北黄冈浠水县人。
哲学博士，现为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曾在意国基尔大学与蒂宾根大学哲学学院、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古典学系学术访问。
在美学与占典学之外，作者著有“诗学六书”，即《诗学解释学》、《创作解释学》、《文学批评学
》、《通往本文解释学》、《形象叙述学》和《西方诗学通论》。
在诗学创建上，作者既注重诗学思想史传统的重新建构，又注重从具体的文学批评出发，以文学本文
为中心，通过本文构建“本文诗学”和“文化诗学”。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强调理论诗学与本文诗学的相互作用，并强调诗学思想与人文学科之间的跨
学科沟通。
在方法论上，作者创建了“文学的诗性综合解释方法”理论并自觉运用于文学批评实践；在价值论上
，作者则坚守从政治哲学出发反思文学价值，从文学本文出发建构民族文化的自由精神形象。
作者的诗学理论的核心论述在于：通过审美体验与价值体验，确证文学艺术生命创造的美学意义与存
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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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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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活到艺术：形象叙述学与叙述本文形象的构成第三节 吾谁与归：文学形象叙述的类型与生存意志
的理解第四节 美的永恒：形象叙述学与民族文学之间的情感交流第二章 现代中国小说与形象叙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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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命文化意志第四节 茶文化生活想象与长篇小说叙述的历史理性第五章 民族文学理想与形象叙述
学反思第一节 自由与尊严：章诒和散文中的人格精神形象第二节 寻求那飘逝的文化诗魂：王充闾的
散文意象第三节 审美反映与艺术实践之间：王元骧的形象诗学第四节 文学形象解释与洪治纲的先锋
性文学叙述观第六章 民族记忆与文学形象的历史命运第一节 在民族的深沉记忆中：文学形象接受与
建构第二节 历史形象记忆：永不屈服的伟大生命存在者第三节 英雄不朽：文学形象作为民族价值的
自由表征第四节 文学形象的认同与自由而丰饶的心灵财富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形象叙述学>>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文学叙述活动与形象叙述学构成第一节 文学叙述活动的起源与形象叙述学的问题阈限本书尝
试建构“形象叙述学”，运用“文学的政治哲学批评范式”，探讨形象叙述的价值，探究形象创建的
民主政治思想蕴含，确证形象叙述者的文化公民意识，寻求自由美好生活的无限可能性。
自然，叙述活动、形象学、生命形象的文化价值和政治哲学的意旨四个核心问题，彼此关联，相互推
进。
我想以此作为思想基调展开全面的论述，确证形象叙述学的诗学意义与文明反思意义。
如果说，形象叙述学的建立具有诗学的价值，那么，通过形象叙述学而展开的政治哲学批评则具有思
想启蒙价值。
前者是思想与学术的普遍性追求，后者则是思想与学术的特殊性追求，即通过普遍性追求体现学科的
立法性价值，通过特殊性追求实现思想创造的主观意图。
为何叙述？
叙述为何？
这是必须先行回答的问题。
自我经验反思告诉我们：人的生活构成活泼泼的世界，历史在现实生活中延伸，生命活动具有各别的
情调与各别的意义，一切构成鲜活的生命情景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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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与《通往本文解释学》和《文学批评学》一样，这本书，最初，也是关于当代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
但是，在本文诗学与文化诗学的理论激发下，我把这些文学批评论述的意图，自觉凝练为“形象叙述
学”的理论建构。
正是在“形象叙述学”思想的支配下，我试图让具体的“文本研究”服务于“形象诗学”的主题，与
此同时，我又特别突出政治哲学批评范式的诗学价值。
作为诗学问题与思想问题，“形象叙述学”，应该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从理论史来看，有人专门研究形象问题，但是，把“形象”与“叙述学”明确结合在一起，并且，由
此寻找文学叙述的时代精神、民族精神与文化精神，应该具有一定的独创性。
从作家作品的历史追溯与诗学反思中，建构“本文诗学理论”和“具体的创作学理论”，这是极有意
义的理论工作，也显示了作者在诗学理论创造上的追求；这种理论创造是原发性的，而且，非常符合
亚里士多德奠基的理论诗学重建意图。
诗学，不应只是对已有的文学理论进行归纳和演绎，更应是对具体的经典本文的归纳和总结，这样，
“诗学创造”，永远是“活着的生命之流”。
我的解释学工作，越来越喜欢转向思想本身，有关具体作家作品的诗学解读，将会越来越少，这并不
证明我在文学批评上的成功，相反，我觉得，文学批评太难，难在深度思想意义的建构上。
事实上，许多热闹的文学批评，只是对文学作品的内容还原和无聊聒噪，所以，我对最优秀的作家反
感批评家，已经有了“感同身受”的理解，因为我们的文学批评，总是把文学创作的解释带向“死亡
地带”。
与此同时，过多的劣质文学作品或肤浅的文学作品，也不值得文学批评者或解释者为此付出巨大的辛
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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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形象叙述学》尝试建构“形象叙述学”，运用“文学的政治哲学批评范式”，探讨形象叙述的价值
，探究形象创建的民主政治思想蕴含，确证形象叙述者的文化公民意识，寻求自由美好生活的无限可
能性。
 作者的诗学理论的核心论述在于：通过审美体验与价值体验，确证文学艺术生命创造的美学意义与存
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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