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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术理论的前沿面临一个本土化、民族化的问题，这是一个与本民族时刻存在并不断变化的文艺
现状和审美文化实践相伴随、相纠结的问题。
《文艺学前沿理论研究书系：当代文学批评学》扣紧文艺学理论研究的前沿课题，在综合创新中建设
当代形态的文艺学理论体系，这是“文艺学前沿理论研究”书系的研究者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和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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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谭好哲，1955年12月生，山东栖霞人。
山东大学教授，文艺学专业博士生指导教师。
系中国作协会员，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副会长。
现任山东在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文社会科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常务副主会。
自著《理性的超赵》和《文学与意识形态》二部，另主编或与人合著《文艺学前沿理论综论》、《马
我思思格斯艺术哲学》、《中国文化概论》、《伟人的咏唱》等著作十余部，发珍论文百余篇。
论著获省部级奖励十余项。
　　凌晨光，祖籍浙江宁波，1965年生于山东济南。
山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
主要学术成果有：《文艺学新论》（合著）、《美学与艺术鉴赏》（副主编）、《马克思主义经典文
论选读》（参编）等。
另在《人民日报》、《读书》、《文史哲》、《江海学刊》、《中国图书评论》、《博览群书》等报
刊杂志发表论文及书评三十余篇。
学术成果曾获山东省第十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教育部第三届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山东
省普通高校教学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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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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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三、文学交流四、文学交流的机制与媒介五、文学交流的建设性效果第二节 文学交流的构成与文学
与批评对本意义的追索一、交流的构成图式二、作者与意义三、读者与意义四、语境与意义五、文体
与意义六、联系与意义七、代码与意义第三节 文学交流的过程与批评的主题一、作者的表达与批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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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实践一、文学批评不同于文学理论二、文学批评不同于文学创作三、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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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的文学性的表现第三节 主观性与客观性一、批评的两在要素与批评的客观性二、偏于主观的
文学批评的特征三、偏于客观的文学批评的特征第四节 政治与学术一、批评的政治性二、批评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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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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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与传统心理批评的比较　　新精神分析理论是在传统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基础上产生
出来的，尽管自成一格的新精神分析理论的具体建构与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否定和批判同步进行，但我
们看到，实际上两者在研究对象的着眼点和理论建构的基本概念范畴上却多有相同之处。
比如都把人的潜意识当作人类行为的根本原因，都把着眼点放在人的潜意识驱力方面，表现出对人的
先天潜能及其成因的共同重视。
再有，两者都将个人的童年经验与成年后的行为方式、思维特点、精神气质、个人成就乃至神经和精
神方面的疾病联系起来，从人的童年生活和经历中寻求形成其性格与个性的依据。
　　基于相同的原因，与上述理论方面的联系相应的是，新心理分析批评与传统精神分析批评也有诸
多的相同点。
比如两种批评都不太注意文艺作品中直接、具体的描绘或表现结果，而是着力挖掘眼前的具体形象背
后的富有象征和隐喻意味的内蕴。
两者都把艺术品看成是艺术家精神状况的物质化显示，从而把探究的目光深入到作品表层之下，试图
把握艺术家的精神结构和心理特征。
再如，两种批评都着意把艺术品与艺术家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童年经验和经历联系起来，把艺术创作
看作是人们童年时期的未能实现的愿望与幻想的一种替代性满足方式，艺术品则是这种替代性满足活
动的结果。
　　然而，新精神分析理论以及新心理分析批评之新，也正在于它们对传统精神分析理论和传统心理
分析批评的否定与背离上。
当然这种否定和背离并没有导致两者在理论基础和研究方式上的分裂，而是在共同的大前提下分道扬
镳，从而导致了两者在批评理论的具体阐释方面，在批评对象的选择和解说方面的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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