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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学者文库：新时期文艺学前沿扫描》主要内容包括：在市场经济的语境之下
、市场经济：艰难的历史选择、市场经济：功耶？
过耶？
市场语境下的文学与道德、消费社会及其对文学理论的新挑战、消闲与审美、媒介对审美——艺术的
意义、稷下再说文学消亡问题、文学“边界”论争、面对全球化浪潮、内转外突、文化舶来品的汉化
和合法化、世界共产党人美学发展史的重新认识、价值美学构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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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杜书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文艺理论室主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文学评论》编委、中国社会科学院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文学片）以及多所大学兼职教授。
主要著作有《论艺术典型》、《论艺术特性》、《文艺创作美学纲要》、《文学原理一一创作论》、
《文艺美学原理》（主编）、《李渔美学思想研究》、《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主编）、《
说文解艺》、《文学会消亡吗》、插图本《闲情偶寄》评注、《艺术哲学读本》、《价值美学》、校
注本《闲情偶寄窥词管见》、七卷本《杜书瀛文集》、《评点李渔》，以及译著《滑稽与笑的问题》
、散文集《忘不了的那些人和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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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在市场经济的语境之下 第一节市场经济：艰难的历史选择 第二节市场经济：功耶?过耶? 第三节
市场经济对陈旧观念的冲击 第四节市场经济对精神世界的正面效应 第五节市场经济与“利”和“欲
” 第六节市场经济对精神世界的负面效应 第二章市场语境下的文学与道德 第一节重新面对文学和道
德的问题 第二节文学道德风貌的现状分析 第三节原因探究 第四节作家的人格建设 第三章消费社会及
其对文学理论的新挑战 第一节如何界定当今的时代特点 第二节评点波德里亚 第三节面对冲击，如何
应对 附：就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问题与金惠敏的通信 第四章消闲与审美 第一节检讨一种观念 第二节
“忙”与“闲” 第三节消闲文化 第四节文化消闲 第五节消闲与审美 第五章媒介对审美——艺术的意
义 第一节媒介是什么 第二节媒介即是讯息 第三节媒介不仅是“讯息”，它直接就是生产力 第四节媒
介通过改变主体而改变审美一艺术 第五节媒介通过改变对象而改变审美一艺术 第六节媒介通过改变
工具和形式而改变审美～艺术 第七节艺术媒介与审美价值本体不能分离 第八节特定的审美价值只能
由特定的艺术媒介来实现 第九节审美信息须由特定媒介单渠道传输 第十节一种新媒介，可能意味着
一种新的审美价值 形态的诞生 第六章稷下再说文学消亡问题 ——2011年4月1日在“稷下大讲堂”的讲
演 第一节从“网民”和“股民”说起 第二节文学“终结”论者的根据 第三节文学不死 第七章文学“
边界”论争 第一节“守界”与“扩容” 第二节在表面现象背后 第三节学术正道是沧桑 第四节正处于
大变革的当口 第五节少做些划界，多研究问题 第八章面对全球化浪潮 第一节李光耀转向和活佛拍电
影 第二节人类文化的基本趋向 第三节重读《共产党宣言》 第四节歌德的启示 附从《面条之路》说到
文化的全球化 第九章内转外突 ——新时期文论轨迹 第一节鸟瞰“向内转” 第二节“内部”与“外部
” 第三节“内转”启动 第四节美学热 第五节本体论研究 第六节关注文体 第七节文学叙事学 第八节文
学语言学 第九节“内”与“外”的反思 第十节吃“里”扒“外” 第十一节外突表现：“文化批评”
之类 第十二节“文学是人学”：一个老命题 第十三节曾经扭曲的历史 第十四节钱谷融的功绩 第十五
节一幕悲喜剧 第十章文化舶来品的汉化和合法化 ——以“美学”为例 第一节对外来学名的质疑与释
解 第二节无法否认其合法性 第三节人类文化自产生之日起就不断交流 第四节文化“杂交”是促进文
化发展的契机和动力 第十一章世界共产党人美学发展史的重新认识 第一节世界共产党人的美学格局
：列宁是转折点，也是 新起点 第二节列宁的政党政治美学（文艺思想）的嫡传子弟兵 第三节毛泽东
怎样发展列宁 第四节90年文海涛涛，谁人弄潮?沉浮几何? 第十二章价值美学构想 第一节我为什么迟疑
第二节从美学说到哲学 第三节有学者提请注意哲学上的新动向：价值论转向 第四节美学学科多样化
，而价值美学走红 第五节价值美学虽非显学，然鼓吹者不乏其人 第十三章说“史”谈“今”论“转
换” ——从“诗文评”到“文艺学” 第一节历史：资源和镜子 第二节关键在于抓住学术范型的转换 
第三节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学术范型转换的必然性 第四节研究文艺学学术史的方法 第五节中国20世
纪文艺学学术史的运行轨迹 第六节中国文艺学一百年的发展所带来的启示与反思 附录一文学：呼唤
与社会变革相适应的新道德——首都部分专家学者座谈纪要 附录二新时期文艺学20年——首都部分专
家学者座谈纪要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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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钱先生是我一向尊敬的学者和朋友，我的工作也得到过钱先生和其他许多学者的诸多教诲
，难以忘怀。
 我能理解钱先生的这番感受。
如果这里的“弑父”是指学术上的而不是生活上的，那么这种被“弑”的感受是真切的，也可能在某
些部分上是符合实际的。
但是我想说，这种学术上的所谓“弑父”与生活上的“敬父”可以并行不悖。
李春青教授在我们前面提到的那篇文章里也半玩笑半认真地阐述了这场“父与子”的冲突实质：“对
于师辈，他们（子辈学者——引者注）作为生活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知识分子，毫无疑问是礼敬有加
的，而且从心底里还往往有一种孺慕之情——因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老师的辛
勤劳动与殷切希望。
但是对于师辈们的学术观点、学术方法以及权威发言人的地位，他们都深不以为然。
因此主张用文化研究来取代文学理论，或者宣布‘文学理论死了，，文学理论的边界应该扩大等观点
，无不蕴含着颠覆师辈之权威地位的‘狼子野心’，观其用心，真是‘何其毒也’！
‘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然而如果抛开了情感因素和狭隘的道德观念，则这正是人类文化演进之常则，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
的。
” 其实我并不主张，也并不愿意使用类似于“弑父”这么血腥的用语。
我认为，即使就学术范围而言，如果把这场“父与子”的学术冲突单单概括为“弑父”也并不完全合
适。
这里既有学术上的变革（包括质的变革），也有学术上的吸纳。
不论子辈学者还是父辈学者，谁单以“弑父”论之，都欠恰当。
我想，子辈学者对父辈学者依时代要求进行学术变革的同时，还必须怀有十分亲切的敬仰心态，子辈
对父辈，应该有一种学术继承和赓续关系——在学术继承和赓续中进行变革和超越，在学术超越和变
革中进行继承和赓续。
这次第怎一个“弑”字了得？
如果哪位子辈学者单怀“弑”心，当自省之。
而父辈学者，也应释然，舒然。
父与子当携手共图学术大业。
 这里牵涉到学术论争的态度和文风问题。
我以为，在学术论争中必须坚持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文风，必须以学术真理为追求目标，并以实践
为检验学术真理的标准。
要完全摒除学术之外的东西。
那种不全面真实地了解对方的观点就妄加批评、滥加批评的作风，最要不得；那种不尊重论敌、连讽
带刺、耍小聪明的文风令人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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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时期文艺学前沿扫描》是一本关注新时期文艺学各种趋向和动态的书，《新时期文艺学前沿扫描
》共十三章节，内容包括在市场经济的语境之下、市场语境下的文学与道德、消费社会及其对文学理
论的新挑战、消闲与审美、媒介对审美——艺术的意义等。
《新时期文艺学前沿扫描》给供相关学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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