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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对外来诗学在现代中国语境中的影响研究，着重梳理外来诗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线索，进而
探究它启动中国现代诗学转型的文化机制。
本书的重点是研究西方现代主义诗学在中国语境中的生存状态，即考察西方现代主义诗学引进的历史
背景，其在中国语境中的译介与传播过程，并具体论证若干代表性理论家对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认同
、选择、改造、重构以及运用于批评实践的情况。
导论部分系统梳理作为影响渊源的西方现代主义，其术语的由来、内涵、性质、作用，作为思潮的构
成，及其独特的文化精神和诗学思想。
第一至八章展开论述中国现代主义诗学观念的发生与发展过程，着重讨论了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在西方
现代主义诗学与中国古典诗学的双重背景下的生成规律、流变特点，力图揭示西方现代主义诗学为20
世纪中国诗学带来的新的理论视野、诗学课题及其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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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晖  男，1971年农历八月初十出生于江苏省徐州市丰县套楼乡范庄村。
1993年毕业于徐州师范学院外语系；2000年毕业于徐州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艺学硕士学位；2003年
毕业于苏州大学文学院，获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学位；2006年9月-2008年9月，在浙江大学外国语
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现为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文艺学与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
主要从事外国文学、比较文学与文艺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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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王国维：现代审美意识的自觉　　第一节 非功利性：对文艺特质的认识　　王国维的诗
学观乃是一种艺术自主自律论，或者如我们这里所说的是一种现代性的审美主义诗学话语。
王国维的美学命题大致有以下几个：无用说（美的性质论）、慰藉说（文艺价值论）、天才说（创作
主体论）、古雅说（审美范畴论）、意境说（文艺理想论）。
“非功利”是王国维诗学思想的核心，并且是他整个诗学思想的基础。
王国维并没有对“非功利”问题进行专门、集中的论述，他对此问题的论证和理解散见于多篇文章之
中，其诗学观念主要来自三个德国古典美学家：康德、席勒、叔本华。
在1903年到1908年间，王国维写了一系列文章，介绍了康德、席勒、叔本华等人的美学、哲学思想。
因此可以说，王国维的诗学观来源于叔本华美学，而叔本华美学基本上是脱胎于康德美学。
康德美学是要证明审美快感怎样与理性相结合，叔本华美学则源于非理性，二者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
，叔本华取消了康德的“自在之物”，而代之以意志，并把世界归结为生命意志的客观化，进而把生
命意志归结为无目的的冲动和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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