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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赵奎英博士最近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西语言诗学基本问题比较研究》，凡45万
字，不仅篇幅可观，而且学术分量也颇为厚重。
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部在中西文学理论研究上有着重要突破的论著。
尽管奎英博士与我的师生关系似乎使我不应将话说满，但学术评价的客观性又要求我讲出应该讲的东
西。
　　我觉得这部著作有着许多创新之处。
首先，它突破了长期几成定式的从“道与逻各斯”对立构建中西诗学比较研究的框架，而是从“名与
逻各斯”出发对中西诗学的比较研究进行整体架构，如果说西方哲学文化是围绕着“逻各斯中心”与
“反逻各斯中心”展开的，那么中国哲学文化则是围绕着“名”与“无名”（“道”）展开的，如果
说西方的哲学语言观是从“逻各斯”人手认识语言的，可以概括为“逻各斯语言观”，那么中国古代
对语言本质的看法则主要是蕴含在“名”这一概念之中的，可以概括为“名言观”。
其次，是对于中国古代哲学有没有本体论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打破某些学者断言中国古代没有本体
论的看法，认为根据中国古代文献对“本体”一词的运用以及道家对“名道”关系的认识，中国古代
没有西方那种纯粹的逻辑本体论，但有现象化和逻辑化相统一的、以混沌中和为本质特征的“无名本
体论”。
再次，是对于中国古代重时间轻空间的观点给予了反驳，认为诸种文化现象都表明，中国古代存在着
一种浓郁的“空间方位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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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西语言诗学:基本问题比较研究》突破了长期几成定式的从“道与逻各斯”对立构建中西诗学
比较研究的框架，而是从“名与逻各斯”出发对中西诗学的比较研究进行整体架构，如果说西方哲学
文化是围绕着“逻各斯中心”与“反逻各斯中心”展开的，那么中国哲学文化则是围绕着“名”与“
无名”（“道”）展开的，如果说西方的哲学语言观是从“逻各斯”人手认识语言的，可以概括为“
逻各斯语言观”，那么中国古代对语言本质的看法则主要是蕴含在“名”这一概念之中的，可以概括
为“名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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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引论　　一 对象与范围　　二 基点与框架　　三 结构与方法　　　　上篇 名与逻各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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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观　　第一节 逻辑语言观与“逻各斯中心主义　　第二节 “名”言观与“重名主义　　一 “名有
三科”与逻各斯之两义　　二 名即“名一分”与逻各斯的“理性、逻辑”本质　　三 “名谓书字”
与逻各斯的“言说”原义　　四 “重名主义”与“逻各斯中心主义　　　　第二章 逻各斯与上帝的
合一与有名无名的悖反　　第一节 “太初有言”：逻各斯与上帝的合一与逻辑本体论　　第二节 “
中和无名”：有名无名的悖反与无名本体论　　一 有名无名的悖反与逻各斯中心　　二 道家的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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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确立　　五 “道大无名”与混沌、中和之境　　　　第三章 逻辑地言说与诗化地言语　　第一
节 逻各斯中心与逻辑地言说　　第二节 有名无名的悖反与审美言语的超越　　一 道家的道言悖反与
审美超越　　二 儒家的“天不言”、“言不尽意”与审美超越　　　　第四章 “逻各斯”语言观传
统中的西方“纯诗学”与“名言”观视野中的中国“大诗学”　　第一节 “有韵的逻各斯”与逻各斯
语言观传统中的西方纯诗学　　第二节 “有象的道”与名言观视野中的中国“大诗学　　一 “名与
象”与“文与象　　二 “象与道”与“文与道　　三 “名与分”与“文与教　　　　第五章 西方传
统诗学的理性“真理”指向与中国传统诗学的混沌“中和”境界　　第一节 逻辑本体论与西方传统诗
学的理性“真理”指向　　第二节 无名本体论与中国传统诗学的混沌“中和”境界　　一 中和无名
与圣人理想　　二 诗文礼乐与“成人之行　　三 “礼乐交错”与有名无名的悖反与调和　　四 混沌
“中和”与中国诗学的理想境界　　五 “中和”境界与“大美”理想　　　　第六章 西方传统诗学
的逻辑体系与中国传统诗学的诗化形态　　第一节 逻辑的言说与西方传统诗学的逻辑体系　　第二节
诗化的言语与中国传统诗学的诗化形态　　一 “言无言”与“不言诗学”的诗性空间　　二 “言象
言”与“意象诗学”的诗化表达　　　　下篇 诗化与空间化：中西语言哲学与　　诗学当代汇通基础
考察　　　　第七章 “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与中西语言哲学与诗学的当代汇通　　第一节 “逻
辑语言观”的解构与西方现代、后现代语言哲学与诗学的诗化转向　　一 从逻辑语言观到诗化语言观
　　二 诗化语言观的转向与对逻辑语言观的解构　　三 西方现代、后现代语言哲学的诗化转向与中
西语言诗学的当代汇通　　第二节 “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与西方后现代语言哲学与诗学的空间化
转向　　一 逻各斯语言观与“时间化”传统　　二 反逻各斯中心主义与“空间化”转向　　三 空间
化转向与“空间化诗学　　第三节 中国语言哲学、诗学的空间化与诗化倾向与中西语言哲学、诗学思
维的当代汇通　　一 中国古代语言哲学、诗学的“空间化”与“诗化”倾向的宇宙时空意识根源　　
二 西方语言哲学、诗学的空间化转向与中西语言哲学、诗学思维的当代融塑　　参考书目　　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西语言诗学基本问题比较研究>>

章节摘录

　　中国古代关于语言本质的看法主要是蕴含在对“名”的看法之中的，而中国古代关于“名”的问
题，始终是围绕着两个基本问题展开的：一个是语言与“明分”的关系问题（亦即“名与分”的问题
）；另一个是语言与实在的关系问题（亦即“名与实”的问题）。
名与物、形与名、名与道、言与意都可归于这种广义的“名实论”之中。
这两个问题如果用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来分析，也可以说它代表了纵横两个向度。
“名与实”的问题指向一个纵向对应的深度模式；“名与分”的问题则指向横向区分的关系。
中国古代的“名实”问题与“名分”问题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
如孔子“正名”是“正名分”，也是“正名实”。
正名实的核心问题是“名实对应”，但名实相符的目的还是确立“名分”，即“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
具体一点说也就是使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把君、臣、父、子区分开，确立君臣之名分
，恢复君臣之礼义，使每一个社会角色都按照各自的身份要求来行事，建立起井然不紊的社会政治道
德秩序。
而以“名”为基点，正可以使我们更方便地进入名分、名实这两大问题之中，以说明它们不同的诗学
意义。
因此，把中国古代的“名”与西方语言性、逻辑化的“逻各斯”比并起来作为比较的基点，不仅具有
可行性，而且也有利于达成从中西语言哲学角度反观中西语言诗学的目的。
　　但把“名”单列出来与“逻各斯”对举，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的“名”能够离开“道”得到独立
说明。
名言、文字，被置于天地之纲、圣人之符的位置，名言、文字被认为是通于天道、达于天意的东西。
与西方存在着“逻各斯中心主义”相对应，在中国古代，几乎存在着一种“重名主义”。
但与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有所不同的是，中国古代哲学，虽然普遍以“名”出发解释语言的本
质，坚持一种“名”言观，但哲学的最高本体却并非“名”而是“无名”的“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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