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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审美的悖反：先锋文艺新论》站在新世纪美学——感性学的角度，借鉴西方和中国古代审丑学
思想，从先锋文艺的发生背景、美学取向、形式特征及审美价值等方面，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
先锋文艺进行了深入透彻的研究。
该书认为，世纪之交的先锋文艺改变了中国两千余年的文艺发展之路，一改中国在虚假基础上的瞒和
骗的文艺，其所提供的审美视角和经验在中国文艺学和美学——感性学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
该书对先锋文艺的偏执倾向也进行了剖析和批判。
该著观点新颖、大胆，敢于突破旧说，具有新锐的学术勇气和严谨扎实的学风，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
究先锋文艺美学特质的理论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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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洪岳1963年生，山东济南人，山东大学文艺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后。
曾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艺学硕士生导师，济南大学文学院学术委员，现为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副教授、文艺学硕士生导师、学术带头人。
主要学术专著有《现代主义小说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守望与袒露》（中国文联出版
社，1999），发表学术论文、评论8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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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是一篇写得潇洒自如、汪洋恣肆的博士论文，选题本身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而且，它的优点还特别在于贴近中国的现实——社会现实和文艺现实。
本文关于中国先锋文艺的一系列理论阐发，对于促进目前文艺理论和美学的学术发展，有积极的意义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杜书瀛　　　　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先锋文艺存在着大量不和谐甚至
反和谐的“审丑”现象，这是一个值得研究而又难以解释的学术难题。
作者知难而上，力求在中国的文化背景、西方的哲学影响、文艺的自身规律中来把握这种审丑特征的
“感性学”意义，表现出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探索问题的勇气。
　　——山东大学教授陈炎　　　　本书着力借鉴和运用哲学、文艺理论、心理学、符号学等多学科
成果，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新观点，既突破旧论、独具识见，又能够自成系统。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王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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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是一篇写得潇洒自如、汪洋恣肆的博士论文，选题本身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而且，它的优点还特别在于贴近中国的现实——社会现实和文艺现实。
作者从中国的文化背景、西方的哲学影响、文艺的自身规律来把握先锋文艺中存在的“审丑”的“感
性”意义，表现出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探索问题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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