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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让对话走进我们的存在，是本书的写作宗旨。
上篇提供一个易于接近和把握的引论，它包含对话理论（主要是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的基本概念和范
畴；下篇通过讨论对话理论在文学、文化心理学和传播学研究若干领域的应用，希望使对话走进我们
的文学批评和创作，呼唤新世纪的文学跨越；走进我们的自我，促进我们创新思维的形成和健全人格
的建构；走进我们包括各类主体（个体、组织、族群）和各种场合的交往与传播活动，有助于建构和
而不同、统而不死、放而不乱的人类社会。
本书试图形成学术与生活之间的对话：既有学术的理据，又有生活贴近度；本书在戴维·洛奇的对话
诗学、健全人格和政府危机管理等问题上有新颖的视角和独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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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贻荣，中国海洋大学教授。
主要兴趣为西方小说翻译与研究、文化传播研究。
著述包括：译著《小世界》（1992）、《换位》（1998）、《美好的工作》（1998）、《治疗》（2002
）、《世界伟大的艺术》（2002） 等8部；在各类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于连及其评价的文化批判》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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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语上篇 对话理论原理　第一章 巴赫金对话理论原理　　第一节 哲学人类学　　　一、行为一伦理
学：“存在”与“应分”　　　二、哲学一美学：“超视”与“外位性”　　　　1．“超视”　　
　　2．“外位性”　　　　3．“他者”　　　　4．主体与主体的交往　　　　5．交往与主体建构
　　第二节 “超语言学”　　　一、“超语言学”　　　　1．“超语言学”概念　　　　2．“言谈
”理论　　　　3．语言的对话本质　　　二、超语言学与语用学　　第三节 巴赫金与符号学　　　1
．符号与意识形态　　　2．符号与物　　　3．符号与意识　　　4．符号与理解　　　5．符号与心
理学　　　6．内部符号与外部符号　　　7．巴赫金符号学思想的主要特征语    第四节 人文科学方法
论　　　一、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　　　二、文本的对话性和与文本对话　　　三、文本意义的开放
性与人文科学的创新　第二章 对话的条件与前提　　第一节 对话的条件与前提　　　一、“狂欢式
世界感受”　　　　1．狂欢节 和“狂欢式”　　　　2．“狂欢式世界感受”　　　　3．狂欢化　
　　二、对话意识　　　三、平等话语权　　　四、公共领域　　　　1．公共领域　　　　2．公共
领域之于对话的意义　　　　3．公共领域的兴衰　　　　4．公共领域衰落的后果　　　　5．中国的
公共领域　　　　6．如何形成真正的公共领域　　　五、主体间性　　　　1．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
　　　　2．主体间性　　　　3．巴赫金与主体间性　　　　4．主体间性与对话　　　六、对话的游
戏规则　　　　1．交往的有效性要求　　　　2．阿列克西“三段论”　　第二节 对话的环节 与过程
　　　一、对话前　　　　1．统觉背景　　　　2．揣摩“统觉背景”　　　　3．预测反应　　　二
、对话中　　　　1．对语　　　　2．指向性　　　　3．挑拨回答　　　　4．积极理解　　　　5．
回答　　　三、对话后　　第三节 对话的特性和原则　　　一、平等性　　　二、现场性　　　三、
互动性　　　四、互惠性　　　五、非预设性　　　六、未完成性　第三章 对话理论的源流与边界　
　第一节 对话理论的源与流　　　一、对话理论的社会和哲学背景　　　二、马丁·布伯：“我”与
“你”的对话　　　　1．“之间”与关系本体论　　　　2．“我一它”关系　　　　3．“我一你”
关系　　　　4．“我一你”关系与对话　　　　5．布伯与巴赫金　　　三、伽达默尔：理解就是对
话　　　　1．“理解”和解释学本体论　　　　2．伽达默尔“理解”的特性　　　　3．理解与对话
　　　四、哈贝马斯：“交往理性”就是“对话理性”　　　　1．“对话条件”研究　　　　2．哈
贝马斯与巴赫金　　　五、托多罗夫：对话批评　　　　1．“对真理的探索”　　　　2．作为“你
”的作家、作品和同行批评家等等　　　　3．时代与对话的机会　　　六、巴赫金与东、西方　　
　七、多种学科中的对话理论研究　　第二节 对话理论的边界　　　一、对话与交流／交往　　　二
、对话与独白　　　　1．独白的定义和特性　　　　2．独自类型之一：言说者的独白　　　　3．独
白类性之二：听者的独白　　　　4．独白式对话　　　　5．对话式独白　　　　6．神性独白与理性
独自　　　三、对话与折衷主义、“贵和持中”　　　　1．折衷主义　　　　2．“贵和持中”之“
和”　　　　3．中庸之道　　　四、“未完成性”与“不确定性”　　　五、对话与相对主义　　
　六、对话与“和而不同”下篇 对话理论应用　第四章 对话诗学　　第一节 巴赫金诗学　　　一、
巴赫金诗学　　　二、狂欢化一狂欢体　　　　1．概念及其来由　　　　2．狂欢体的演变　　　　3
．“双重性”——狂欢体的基本特征　　第二节 复调小说　　　一、“声音”、“意识”的复调　　
　　1．作者与主人公的对话关系　　　　2．人物与人物间、人物的不同人格间的对话　　　二、“
双声语”——话语和文本的复调　　　　1．“双声语”——话语的复调　　　　2．互文性：文本“
双声语”　　　三、“大型对话”、“狂欢化时空体”——结构的复调　　　　1．大型对话　　　
　2．狂欢化时空体　　　四、“杂语性”——文体和语言风格的复调　　　五、双重性、开放性与
未完成性——复调小说的精神品质　　　六、复调小说的意义　　第三节 对话型文学史　　　一、文
学史的世纪“独自”　　　　1．“解读历史”成了“对历史解读的解读”　　　　2．文学史里的各
种独白　　　二、对话型文学史余言　第五章 戴维·洛奇与对话诗学　　第一节 对话思维　　第二
节 对话主义批评　　　一、与诸流派的对话　　　二、追随巴赫金　　　三、小说的未来：现实主义
与现代一后现代主义对话　　第三节 对话小说创作实践　　　一、双重结构　　　二、文本的狂欢　
　　三、现实主义与现代一后现代主义的对话　　　四、众声喧哗与开放性结尾　　结语　第六章 对
话自我　　第一节 “对话自我”概念的形成　　　一、从单一集中的自我到多元分立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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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笛卡尔的“实体论”　　　　2．詹姆斯的“多重自我”　　　　3．20世纪自我理论　　　　4
．巴赫金的“复调自我”　　　二、从“自足式自我”到“包容式自我”　　　　1．传统的主体论
　　　　2．现代自我理论：包容式，间性，关系主体论，人身上的人　　　三、对话自我　　　　1
．自我的对话性　　　　2．“对话自我”概念　　　　3．对话自我的特征　　第二节 对话思维：对
话自我的思维特征　　　一、高级心理机能的对话性　　　二、思维的对话性　　　三、对话思维诸
特征　　　　1．多声性自我系统　　　　2．对话自我的特征　　第三节 自我创新　　　一、自我创
新的产生　　　　1．对话三步骤模式　　　　2．立场“重新定位”与“新颖值”　　　　3．两个实
例　　　二、自我创新不能产生的原因　　　　1．交谈≠对话　　　　2．他者的独立性　　　　3．
立场的相对性　　第四节 对话自我的一致性与生命的意义追寻　　　一、问题的提出　　　二、詹姆
斯：主格我主导的一致性　　　三、对话自我叙事结构的一致性　　　四、对话自我生命叙事的一致
性　　　　1．寻求对生命意义的解释　　　　2．强势评估和生命的“应分”　　　　3．自由与责任
　第七章 对话自我与健全人格　　第一节 健全人格概念　　　1．不包含创新特征的“健全人格”　
　　2．包含创新特征的健全人格　　　3．“健全人格”概念的缺陷所在　　　4．对话自我与“独白
自我”　　第二节 创新人格vS因循保守　　　一、创新人格的特征　　　　1．独立性和差异性　　
　　2．开放性　　　　3．怀疑精神　　　二、我们的创新人格何以稀缺　　　　1．12．5％和63．5
％　　　　2．创新人格的培养　　　　3．创新人格的生长环境　　第三节　协调一致vS自我压抑、
自我冲突　　　一、“净化”疗法　　　　1．“官方意识”与“非官方意识”的关系　　　　2．“
净化”疗法及其对话性质　　　二、自我面对方法　　　　1．自我面对法的理论依据　　　　2．一
个病例　　　　3．自我面对方法的对话性质　　第四节 自律、自信、诚实vs“统死放乱”怪圈　　
　一、自我与社会道德的对话　　　　1．“食人”道德：他性独白　　　　2．对话道德　　　二、
自律性研究　　　　1．自律性与社会风尚　　　　2．自律性养成的条件　　　　3．小结　　　三、
关于“心力交瘁”现象　　　四、关于诚实　　　五、关于“主奴根性”　　第五节 平等、开放VS差
序格局　　　一、平等、开放与“差”和“序”　　　二、契约意识与“人情”关系　　结语　第八
章 对话传播　　第一节 传播学的理论转型　　　一、从“传播”、“劝服”到“交流”、“关系”
　　　二、从“双向对称模式”到“对话”　　第二节 对话传播的基本原理　　　一、五大基本原理
　　　　1．交互性　　　　2．亲邻性　　　　3．移情性　　　　4．风险性　　　　5．投入　　　
二、组织的对话程序原理　　第三节 对话传播的方式和途径　　第四节 两种政府危机管理模式及其
结果　　　一、一种对比　　　二、两种历史发展形态　　　三、两种国民精神，两种危机管理策略
，两种传播模式　　　　1．危机管理和冲突管理中的独白精神　　　　2．危机管理和冲突管理中的
对话精神　　　　3．两种结果　　　四、“脆弱”与长久、“强大”与短促的辩证关系　　　五、
历史上国人对话的努力和建立对话机制的努力　　　六、对话与契约术语、人名索引主要参考文献致
谢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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