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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他者”的眼光：论北美汉学家关于“诗言志”“言意关系”的研究》为“比较文学与文艺学
丛书”之一，主要从问题入手研究北美汉学理论资源，内容包括中国古代文论“言意关系”的重要命
题——“诗言志”；文学独立以後的“言可尽意”与“言不尽意”；文体作为文学“言意关系”的存
在方式；文学批评对作品“言何意”舆“何以言意”的阐释等。
　　当今社会已经步人全球化的信息时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为不同文化区域人们的信息资源的
便捷共享、流通提供了可能。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流前所未有地频繁，人们的视野在这种跨文化的交流中得到不断拓展，
对自身文化和他者文化的相通性与差异性的认知也同步推进，“他者”成为自我观照不可或缺的参照
系。
因而，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要实现新的突破，不能单纯从纵向上打通古今，还要在横向上融汇中外，
充分利用、借鉴海外汉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应用西方现当代文学理论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翻译、阐释和
研究所得，从不同文化的语境中反观自我，形成一种综合的、立体的研究。
令人遣憾的是，这方面的工作还相当薄弱，不能尽如人意。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他者”的眼光>>

书籍目录

导论 从问题入手研究北美汉学理论资源一 海外汉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二 北美汉学家对中国古
代文论的“诗言志”、“言意关系”问题的研究第一章 中国古代文论“言意关系”的重要命题——“
诗言志”一 重新审察“诗言志”的含义二 “诗言志”的艺术生产语境三 “诗言志”说的历史文化建
构四 “诗言志”说的审美意义内涵第二章 文学独立以後的“言可尽意”与“言不尽意”一 文学独立
以後“诗言志”的意义倾斜二 语言的悖论——言约意丰的诗学建构三 “意—象—言”关系的心理历
程四 “诗言志”语境中的“世界—诗人—作品”关系第三章 文体作为文学“言意关系”的存在方式
一 “诗言志”传统对中国古代文学文体的建构二 “文笔之辨”的历史影响和理论意义三 北美汉学“
词学”热的兴起第四章 文学批评对作品“言何意”舆“何以言意”的阐释一 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形
态二 中西合璧、结合互补的批评方法三 关於《燕台》诗的阐释分析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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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古代文论“言意关系”的重要命题——“诗言志”　　“言意关系”是一个有关语言
哲学的问题。
由于文学作品以语言作为媒介，文学语言的言意关系也成为现代文学理论关注的问题。
北美汉学家关于中国古代文论言意关系的论述见诸于他们的多种著作中。
他们在研究中国古代的言意关系时，基本上都追溯到上古和先秦时代的包括语言、礼仪和音乐的多种
符号形态。
郝大维和安乐哲说：“对孔子而言，语言、礼仪和音乐都是形式的中介，个人通过这些中介而成长；
这些中介不仅组织、传递意义的结构，也是意义的源泉。
”其中，音乐这种特殊语言符号在意义表达上具有独特优势。
“就意义既体现在音乐特殊的音调之中又体现在它们的结构之中而论，音乐是最高层次的交流；它并
不描绘，而祇是呈现。
就音乐独立于参照物而论，它把特殊吸收进自身，同时又表达特殊。
语言要参照事物的类型，但本体论的特殊不能被参照，而祇能被暗示，并通过比喻被人了解。
音乐恰好就具有这种暗示的、比喻的力量，因为它是不以逻辑为根据的。
”他们还指出，《尚书》中有关“诗言志”的论述，正是上古时代这种言意关系的很好说明。
　　正如宇文所安所说，“最初的关注点决定了后来的变化”。
北美汉学家的思考提出，考察中国古代文论言意关系的论述，首先要追溯到“诗言志”论述的源头。
　　一　重新审察“诗言志”的含义　　把“诗言志”作为言意关系的源头，似乎与我们的传统认识
相悖。
但是，这种“他者”的眼光有没有合理之处呢？
　　北美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说：“在人文学科领域，我们需要类似从牛顿物理学到量子物理学的飞
跃。
”③北美汉学对于我们的一个突出的借鉴意义，就是它的现代学术思维方式。
　　在现代人文科学的观念指导下，如何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论呢？
宇文所安认为可以从三个层次去审察。
这三个层次就是：　　“第一个层次是最简单的，也是最基本的。
我们应该首先确认在当前的文学研究实践裹有哪些研究方式和信仰是司空见惯的，然后问一问这些研
究习惯是否都是有效的工具。
”　　“在第二个层次审察层次上，我们应该把物质、文化和社会历史的想象加诸我们习以为常、确
信不疑的事物。
最重要的是要有历史感和历史的想象力。
”　　“第三个层次是最复杂也是最深刻的。
在中国文学史裹，无论是文本还是阶段的划分在多大的程度上是被后来的历史过滤了的？
面对前人进行过滤的后代文学史又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我们自己写作的文学史的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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