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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套“文艺学前沿丛书”旨在出版当代学人的有研究深度的著作，以推进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
展示中国文学理论的不同思维向度。
本书是丛书之一，以纵向的学术态势探讨文学批评问题，从民族文论传统的历史反思中，历时态地清
理出中国古代文论的思维特征——心灵化批评范式，廓清这一思维特征的缘起、流变、结构形态和在
批评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以及其在文学转型中的发展前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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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1983年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物理系，1994年于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硕士毕业，博士在读。
曾经从事文化经济新闻等工作，现为中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心灵化批评>>

书籍目录

序言一  王岳川序言二  欧阳友权绪论第一章  心灵化批评形成的渊源第一节  心灵化批评的发生学渊源   
一  原始思维的泛联系性    二  中国初民的语言文字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凝定第二节  心灵化批评的社
会学渊源    一  人与自然的和谐    ——审美的而不是对立的观照方式    二  家国同构的社会联系观    ——
同类比附的批评方式的形成第三节  心灵化批评的哲学渊源    一  《易经》中反映出的中国哲学渊源    
二  万物感应的泛联系观第四节  心灵化批评的创作学渊源    一  比兴思维及其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影
响    二  楚辞中的寄托思维及其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影响    三  音乐思维及其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
影响第二章  心灵化批评的思维特征第一节  心灵化批评的接受方式——体悟型思维    一  泛联系哲学观
下的体悟型思维    二  体悟型思维的表现形态第二节  心灵化批评的分析方式——系统型思维    一  系统
型思维的网络式层次观    二  横向联系路径与文本解读    三  纵向联系路径与文本解读第三节  心灵化批
评的言说方式——比类型思维    一  比类型思维的特征    二  比类型话语的具体表现    三  比类型话语的
优长与缺陷第三章  心灵化批评的流变第一节  发展期(先秦一两汉)    一  泛联系的文学接受观    二  感应
论下的文学接受者的主观读入    三  理性主义萌芽对主观意志读入的修正第二节  成熟期(魏晋一隋唐)    
一  “言意之辨”与“象”的提出    二  人物品鉴与言语独断    三  “物一心志一物象”主体融入模式    
四  “取境”思维与意象批评的成熟第三节  凝定期(两宋～明清)    一  理性主义思潮的崛起    二  心学反
叛与感性思维的回归    三  禅宗思维的抵抗    四  士大夫的边缘化与批评话语的心灵化    五  心灵化批评
的凝定第四节  批评主体的生存状态与私人话语的形成    一  士大夫生存状态的二重性    二  士大夫性格
的二重性    三  集体话语的丧失第四章  心灵化批评的运用第一节  有意误读    一  有意误读的形成    二  
有意误读的特征第二节  比较定位    一  比较定位方法的特点    二  比较定位方法的运用第三节  通感批评
   一  “滋味说”的确立    二  其他通感式文学批评范畴第四节  诗意的形式    一  批评文体的诗化    二  批
评话语的诗意化第五节  知音赏鉴    一  追求心灵契合的批评目的    二  趣味性的文本解读    三  见仁见智
的阅读体悟结语  文学转型与心灵化批评的前途    一  市民感性的崛起与文学的边缘化    二  文学批评话
语的民间取向与个性取向    三  心灵化批评是文学转型的硕果仅存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心灵化批评>>

章节摘录

书摘内意欲尽其理，外意欲尽其象，内外含蓄，方入诗格。
如“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
”“旌旗”喻号令，“日暖”喻明诗，“龙蛇”喻君臣，言号令当明诗，君所出，臣奉行也。
“宫殿”喻朝廷，“风微”喻政教，“燕雀”喻小人，言朝廷政教才出，而小人向化各得其所也。
如“岛屿分诸国，星河共一天”。
言明君理化一统也。
⋯⋯    我们不必嘲笑这里的比附是多么荒唐，我们应当深思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细致入微的比附，
因为它是中国文论中常见的现象。
再如张惠言《词选》论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词云：    “庭院深深”，闺中既以邃远
也。
“楼高不见”，哲王又不寤也。
“章台”、“遂冶”，小人之径。
“雨横风狂”，政令暴急 也。
“乱红飞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为韩、范作乎。
①    这类的例子比比皆是，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特有的误读方法。
关于这种方法我们会在后面专门讨论，这里，我们需要分析的是这类比附行为的思维路径是怎样形成
的。
    我们看到，上述的例子中是人们有意地把自然物象同人事联系起来，其实与图腾思维的路径是一致
的：即透过事物间的某种同构性建立对事物的理解，尽管这些类比仅仅只看重表象同构，而非内在本
质的同构。
这种类比实际上也是联想，也就是被事物间某种同构关系所提示的对事物之间联系的理解。
随着人类这种类比手法运用的逐渐圆熟，某种类比物也逐渐积淀了丰厚的人类认知信息，并凝固化为
一定的意义，这种类比物也就逐渐成为约定俗成的象征符号。
比如，汉语语境中的“柳”，最终成为相思和伤别的象征符号，最初也仅仅源于“柳”、“留”之间
语音的同构关系。
这种同构仅仅是表象上的，同各自的内在意义毫无关系。
只不过后来人们用得多了，普遍了，它就成了约定俗成的符号。
所以，当柳永咏出“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时，无须任何附加解释，在当时汉语语境之
下的人们会很容易地识别出其中所象征的浓郁的伤别气息。
    P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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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套“文艺学前沿丛书”旨在出版当代学人的有研究深度的著作，以推进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
展示中国文学理论的不同思维向度。
本书是丛书之一，以纵向的学术态势探讨文学批评问题，从民族文论传统的历史反思中，历时态地清
理出中国古代文论的思维特征——心灵化批评范式，廓清这一思维特征的缘起、流变、结构形态和在
批评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以及其在文学转型中的发展前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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