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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浙江大学是一所人文璀璨、名师荟萃的全国重点大学，前身是1897年创办的求是书院。
百年浙大，一路风雨又一路辉煌，在这块深厚的土地上，它不仅哺育了马叙伦、马一浮、沈尹默、苏
步青、王淦昌、贝时璋、张其昀、谈家桢、卢鹤绂等众多的文化名人和科学大师，而且在长期的办学
中形成了堪称典范的求是精神。
尤其是在竺可桢主政期间，于极其艰难的西迁办学中更是把这种“求是”精神发挥到极致，使浙大声
名远播，成为“当时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
浙大中文系办学历史悠久。
往远说，可追溯到林启主持的求是书院。
当时办学伊始，书院即开设国文课程，先后延请宋恕、陈去病、马叙伦、沈尹默、张相等著名学者授
业讲学——以此算起，中文系已历春秋百有十载；往近说，则源于1920年的之江大学国文系和1928年
的国立浙江大学国文系——就此而言，中文系悠然已有九十余年历史。
它前后历经西迁时期、龙泉分校时期，后又融合之江大学国文系、浙江大学国文系两大主脉.1952年全
国高校院系调整，中文系被划归由浙大“母体”孵化出来的新的分支——新成立的浙江师范学院。
嗣后1958年，浙江师范学院与新组建的杭州大学合并，称杭州大学；从这时开始，浙大中文系便进入
了“杭大中文系”时代，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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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浙大中文系办学历史悠久。
往远说，可追溯到林启主持的求是书院。
当时办学伊始，书院即开设国文课程，先后延请宋恕、陈去病、马叙伦、沈尹默、张相等著名学者授
业讲学——以此算起，中文系已历春秋百有十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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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巴赫金看来，语言是一种共时性的存在，而言语则是活生生的行为事件。
言语的单位是表述，任何一个表述本质上都具有对话性，是整个对话事件中的一个对语。
每一个表述都具有针对性、指向性，它不可能不诉诸任何对象。
任何表述都是言语交际链中的一环，它除了指向自己的对象外，总是以某种形式回答此前的他人叙述
。
在回答时表现出自己的立场、身份与另一主体的关系。
这一切都在个人表述中得到实现。
语言中的词句却不同，它是无空间的、无时间的、无主的、无情态的、中性的，只有放在与具体现实
交际相联系的表述中才能得到理解。
巴赫金说：“实际上任何表述，除了自己的对象以外，总以某种形式回答（广义的理解）他人的表述
。
说者不是亚当，所以，他那言语的对象本身，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与直接交谈者的意见（在谈论或争论
某个日常事件时）或者与各种观点、世界观、流派、理论等（在文化交际领域里）交锋的舞台。
”“表述是言语交际链条中的一环，不可能把它与此前的诸环节割裂开来，正是后者从外部和内部决
定着它，从而在它内部产生着直接的应答反应和对话反响。
”“表述的一个重要（结构）特征，是它要诉诸某人，是他的针对性。
表述不同于语言的意义单位，即词和句子；词和句子是无主的，不属于任何人，不针对任何人；而表
述既有作者也有受话人。
”（I）如句子“下雨了”既可表示欣喜，又可表示忧虑，可表示问候，也可表示自言自语。
这一切具体的含义、立场、评价只有在特定的语境中才能确定。
总之，它总是指向某人，关于某事，含有某种目的，不可能完全是中立的。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自我与他者>>

编辑推荐

《自我与他者:文学的对话理论与中西文论对话研究》：钱江新潮文丛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自我与他者>>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