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学梦的审美分析>>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文学梦的审美分析>>

13位ISBN编号：9787562234562

10位ISBN编号：7562234566

出版时间：2006-9

出版时间：华中师大

作者：王文革

页数：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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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学梦的审美分析>>

前言

这一套“文学理论批评建设丛书”从开始出版到现在已经八年多了，累计共有九种，虽然先后有过加
印，也还是都脱销了。
出版社要出新版，在版面设计上作改进，作者们也愿意借此作或大或小的修订，同时，还会有若干新
著将要陆续增加进来。
所以，编辑同志嘱我补写一篇序言，看来，确实是有此需要——需要对原来的设想作某些修正，对丛
书策划中新的设想作一交代。
当初，设计本丛书的时候，就是与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建设相配合。
我在原来的总序中说的，丛书的作者们，也就是教研室的成员，大家在学术上相互呼应协作，并且为
下一步理论上的整合作准备。
现在看来，这一句话要作分析：“呼应”是教学与研究的客观需要，教研室的成员们在教学任务和研
究方向上有所分工，在个集体里必须协调、默契，也必定会彼此影响；“整合”这个词儿则未见准确
——每个人有自己的学术个性，不太可能也没有必要整合。
学术群体的建设，尤其是人文学科学术群体的建设，最重要的是各人独立的创造性的研究。
自选课题做起来兴趣浓厚，有利于扬长避短。
至于群体内部观点的接近，研究范围的接近，研究风格的接近，以至于课题的合作，应该是顺乎自然
，不必强求。
在这几个方面有合有分，分而渐合，合而复分，都不是坏事。
至于青年胜过老年，学生超过老师，更是进步和兴旺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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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学梦的审美分析》从梳理人类对日常梦的认识阶段也即关于梦的观念历程入手，进而总结了
日常梦的审美潜质，探讨了从日常梦到文学梦的过渡方式即日常梦的符号化原则，进而概括了文学梦
的表现特征、怪诞特征、真实特征，发掘了文学梦的文学价值。
由此可以看出，文学梦是一种具有奇异表现形式和独特表达功能的“有意味的形式”，具有作为相对
独立的审美对象的艺术品格。
本书主要对文学梦进行审美分析。
　　《文学梦的审美分析》第一章梳理了人类关于梦的四个认识阶段。
在蒙昧时期，人们尚不能将梦与日常生活区分开来，梦是与日常生活纠缠在一起的混沌的梦。
在这种观念的基础上，受神灵观的影响，人类发展出关于梦的神秘观念，认为梦具有预兆的功能。
但随着人类认识和实践能力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梦不过是人的正常的心理一精神活动，人们不仅
对梦进行各种富有理性的解释，而且在文学作品中也记录和创造了大量的梦。
近现代以来，人们对梦的认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人们用科学的眼光、科学的方法探索梦的奥秘，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弗洛伊德和荣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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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所说的意义原则，是指在叙述中所遵循的选择、加工，以使所叙述的东西有意义的原则；而梦的主题
性则是梦本身所具有的东西，不是叙述中的要求。
这是二者的不同之处；但二者又是相关的。
意义原则的目的和效果，往往是使叙述表达某个主题；而梦本身的主题性，又需要遵循意义原则来加
以外化。
梦的主题性强化了叙述的意义原则。
2．逻辑原则所谓逻辑原则，是指叙述者用符合逻辑的方式来组织对梦的叙述。
梦主要是由意象组成的，具有散乱、怪异、无理性、无逻辑的特点，在清醒的意识状态中出现的“如
果”、“因为”、“条件”以及同一律等逻辑原则在这里几乎是没有的。
梦境的逻辑关系靠梦象的前后组接来显现，而且梦象的呈现具有凝缩性、跳跃性、无隔性，现实中有
的，梦中可以有；现实中没有的，梦中也可以有；不同时间发生的事，梦中可以连接到一起；不同地
点存在的东西，在梦中可以同时出现。
梦象可以由此马上转换为彼，中间没有过渡。
梦象的活动和梦象的呈现没有其必然性与规律性，它也不一定遵循现实的逻辑与规律，而表现出任意
的自由性与非理性特征。
梦的叙述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梦境的这种无理性的表现方式，使之进入理性的符号领域。
梦者在叙述中，首先要给梦象“命名”。
梦中常有各种怪异的梦象，这些梦象又常常与现实中的东西不完全吻合，或者现实中根本就没有，在
表述中就要给它们“命名”，不然，要么叙述不完全符合梦境，要么叙述难以进行。
还有一种情况是面对梦象的模糊不清，叙述者试图努力确定它的“身份”。
如弗洛伊德所记录的一个叫艾里斯的人的梦：“他曾讲过一个自己的梦：他梦见他在西班牙，他想去
一个叫达拉斯或瓦拉斯，或扎拉斯的地方。
但醒来后，他发觉他根本记不起有过这种地名，同时也无法由此联想出什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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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所研究的课题，是几年前博士学习期间我的博士导师邱紫华先生给我确定的博士论文课题。
当时我决定研究这个课题，一是出于个人对这个问题的兴趣，一是出于对这个课题价值的考虑。
梦是一种普通的心理现象，但迄今尚未为我们所完全认识。
而审美也是一种主观的感性的活动，其特性也还需要我们更进步地进行研究。
但毕竟在这两个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可以作为本课题研究的基础和起点。
研究这个课题的目的，在于探讨梦作为审美对象的特征与价值所在。
梦的审美分析包括日常生活中的梦（日常梦）的审美分析与文学作品中的梦的描写（文学梦）的审美
分析。
关于这种审美分析，有几个基本问题需要在这里简要说明一下。
首先，把这两种不同的“梦”结合起来研究，有没有逻辑关联呢？
我以为，日常梦对于文学梦是有深刻的影响的。
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文学家按照日常梦可能有的形式来创造文学梦；第二，文学家按照自己
关于日常梦的观念（当然也反映了同时代的普遍观念）来创造文学梦；第三，其他方面的关联，如把
自己的梦写进作品，在创作时出现与梦相似的“白日梦”等。
就审美方面而言，日常梦与文学梦本质性差异是什么呢？
我以为，日常梦具有审美的潜质，但还只是一种潜在的审美对象；而文学梦则是现实的审美对象。
从实际情况看，存在日常梦向文学梦的“过渡”，这种“过渡”是在对日常梦的叙述（所谓“文本”
或符号化）中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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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学梦的审美分析》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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