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论文学作品>>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论文学作品>>

13位ISBN编号：9787810918695

10位ISBN编号：7810918699

出版时间：2008-12

出版时间：河南大学出版社

作者：[波兰] 罗曼·英加登

页数：369

译者：张振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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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学作品>>

内容概要

　　要对埃德蒙德·胡塞尔以如此不一般的精确程度，并且考虑到了许多非常重要和难以把握的情况
而构建起来的这种理论表示自己的看法，首先要说明的是意向性客体存在的方式。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确，实在客体的结构和存在的方式和意向性客体在本质上是不是一样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找到了一种毫无疑问是纯意向性的客体，有了它便可不受考察实在客体后所得出
的看法的影响，来对这个纯意向性的客体的本质结构和存在的方式进行深入的研究。
正是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文学作品是特别适合于这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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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波兰)罗曼·英加登 译者：张振辉罗曼·英加登(Roman Ingarden 1893—1970)，波兰著名的哲学
家和文艺理论家，20世纪西方现象学美学的主要代表。
他出生在波兰的故都和历史名城克拉科大。
年轻时曾先后在乌克兰的利沃夫、德围的格丁根和弗赖堡及奥地利的维也纳的人学里攻读哲学、数学
和物理。
1918年在弗赖馒大学获博士学位，1924年在利沃大的扬·卡齐米日大学人文科学系升为副教授，1933
年作为教授在该校讲授哲学，1939年至1941年讲授过文学理论。
德国法西斯侵占波兰期间，他在波兰一所秘密开办的大学里教书。
1946年以后，他一直在克拉科大雅盖沃大学任教，是波兰科学院院士和波兰国内外许多科研团体和科
学协会的成员，还担仟过波兰“哲学季刊”的丰编，著有《文学的艺术作品》(1931)、《对文学作品
的认识》(1937)、《文学哲学简论》(1947)、《关丁吐界存在的争论》(1947-1948)以及三卷本《美学研
究》(第一、二卷出版于1957年至1958年，第三卷出版于1970年)等，对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研究和美
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文学的艺术作品》原是用德文写作，波兰文译本叫《论义学作品》，初版于1960年，是他具有
代表性的美学著作，为20世纪西方现象学美学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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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节 文学作品中的图式观相第四十三节 作为文学作品的要素的心理过程的“内部观相”和属
性第九章 文学作品中的图式观相层次的作用第四十四节 文学作品中的图式观相基本功能的区分第四
十五节 观相发挥的特定功能，观相的不同对作品一般性质的影响第四十六节 观相的装饰和其他重要
的审美属性第十章 文学的艺术作品中的再现客体的作用和所谓作品的“思想”第四十七节 客体层次
在文学的艺术作品中有什么功能吗第四十八节 形而上学质第四十九节 文学的艺术作品中的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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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作品各部分的序列的意思第三部分 补充和后果第十二章 搭界的产物第五十六节 前言第五十七节 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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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及其具体化第六十四节 文学作品在它的具体化中的“生命”和它的变化乃是它和它的具体化
的不同造成的第十四章 文学作品存在的位置第六十五节 序第六十六节 语句的交互主体的同一性及其
存在的基础第六十七节 文学作品语言发音层次的同一性第十五章 对文学作品的最后思考第六十八节 
文学的艺术作品和审美价值质的复调和声附录：关于戏剧表演中的说话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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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论文学作品》：新世纪经典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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