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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恩斯特·卡西尔和苏珊·朗格的文化符号学有其独具个性的理论体系，在西方学界他们被称为“
卡西尔—朗格学派”。
这一学派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在美国和欧洲的影响达到了巅峰。
80年代初他们的思想被介绍到中国，并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广泛关注。
但是，从美学角度对卡西尔思想进行研究的除了零星的几篇论文以外，没有一本论著。
所以，从研究现状看，中国学界对“卡西尔—朗格学派”的研究，尤其是卡西尔美学思想的研究是薄
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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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冬冰，男，1969年5月生，江苏徐州人。
现为江苏广播电视大学、江苏城市职业学院传媒艺术系副教授、系总支副书记、系副主任。
1993年本科毕业于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同年考入徐州师范大学攻读文艺学专业研究生，1996年毕业
后留本校中文系文艺学教研室任教，1999年秋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周
宪教授，2002年博士毕业后进入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工作站工作2年，2004年夏调入江苏广播电
视大学工作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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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一、“语言学转向”背景下的文化符号学二、符号：内感外化之桥三、研究思路和研究现状第一
章  艺术——文化圆周中的一个扇面一、“先验图型”和“符号形式”二、卡西尔一朗格符号论美学
的整体观三、“符号”还是“象征”？
第二章  表现的起源——诗性的语言与神话一、语言生成于心灵的直觉1.名称产生于直觉的聚合2.“神
圣化命名”——语词表现力的源泉3.隐喻思维——语言的艺术品性二、神话和艺术1.神话符号中的艺术
品性2.作为象征形式的神话和艺术三、《国家的神话》：一种政治的去魅第三章  艺术的表现形式一、
卡西尔的形式论二、艺术形式的构型三、艺术形式的功能四、“感性—理性”结构五、克罗齐、卡西
尔表现观的比较1.两种功能的“直觉”2.表现与艺术第四章  苏珊朗格的表现论一、苏珊朗格符号论的
来源二、艺术抽象与科学抽象三、苏珊朗格的表现观1.艺术幻像2.艺术的表现性四、苏珊朗格的直觉观
五、苏珊朗格的艺术形式论六、艺术作为一种生命形式第五章  艺术中的情感投射一、概念性的情感
二、艺术中的情感投射第六章  表象、意象和幻像第七章  艺术幻像的基本分类一、虚幻空间的意蕴二
、虚幻空间的表现形式1.绘画艺术的虚幻空间——虚幻景致2.雕塑艺术的虚幻空间——能动体积3.建筑
艺术的虚幻空间——种族领域三、音乐符号——一种时间幻像1.虚幻的时间意象2.音乐符号中的完形3.
听觉符号四、舞蹈艺术的基本幻像——虚幻的力五、文学艺术——生活经验的幻像1.诗歌符号2.叙事文
学——虚幻的记忆3.散文体小说符号六、戏剧、电影的基本幻像结语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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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艺术——文化圆周中的一个扇面一、“先验图型”和“符号形式”康德将其哲学的重要意义
比喻为“哥白尼式的革命”，以凸显他的哲学思想在整个哲学发展史上的划时代的意义。
这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方面，康德之前，在哲学领域中盛行着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两套学说。
前者追求认识的普遍必然的真理性，认为一切真理、一切知识的来源和标准，都应归结于所谓先天理
智中潜在的天赋观念和自明原则，这种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互柏拉图的“先验的理式”；后者则反对
“天赋观念”，认为一切知识都起源于感觉，如洛明确宣言的：心灵是一块白板，上面没有任何记号
，没有任何观念。
我们的全部知识都是建立在经验上面的，知识归根结底都是起源于经验的。
由于双方都各自片面强调认识中的一个方面，而完全排斥另一个方面，因此理论上有着明显的漏洞。
康德企图以自己的“批判哲学”将这两个方面综合起来，以使人类的哲学认识有一个革命性的突破。
康德哲学主张“真实的世界”，即我们能够有意义的谈论的，经验上实在的世界，其本质是我们自己
的直观能力和悟性的构成物。
之所以强调是“我们自己的”，是因为以往的哲学，无论是唯物论还是经验论，在追求真理、追求真
实的过程中，人总是被动的、消极的。
而在批判哲学中，对实在的认识，已不再是将超验意识的世界特性反映在我们的意识之中，相反，是
我们的意识主动地构成世界。
康德哲学第一次全面地提出主体性的问题，只有到他那里，有关这个宇宙的准确的而又不依赖于经验
的陈述，才成为可以理解的。
也只有到他那里，哲学的主题才从对知识真实的追求，转而为对人类认识的诸形式，即对感性、知性
和理性的功能的判断与限定。
从被动的符合转而成为主动的构造，这就是康德所谓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事实上，康德所引起的哲学研究的转向确实如同哥白尼用“日心悦”向亚里士多德一托勒密的地心说
发动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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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表现性的符号形式:"卡西尔-朗格美学"的一种解读》由学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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