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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传统诗学关注诗歌作品本身，抛开在诗学活动中起重要作用的读者乃至作者的主体活动，将诗歌
作品以科学精神绝对客体化。
《接受诗学》吸收、借鉴西方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各派的合理因素和成果，从“读者接受”这一特定
角度切入，对相关的诗学问题作出与传统诗学不同的思考和回答，初步建构起相对独立和完整的“接
受诗学”的理论框架。
这是一部经过长时间思考与精心准备的角度新锐、体系完整、论述充实的诗学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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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圣弘（1963—），男，湖北洪湖人。
1986年毕业于湖北师范学院中文系。
曾就读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课程班，湖北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班。
武汉大学（1996）、福建师范大学（2007）、华中师范大学（2011）访问学者。
现任教于福建武夷学院人文学院。
出版《接受与批评》、《中国新诗流派史论》、《隔海的缪斯》、《家中的风景》（散文集）等专著
，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教程》（当代卷）、《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选读》、《中国茶文化十五讲》
、《（陈德华与大红袍》等教材、著作。
主持省级重点课题2项。
1980年代末以来，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
为两届省级优质课程、两届校级精品课程主持人，首届（2008）武夷学院“教学贡献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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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二，意义建构层。
这是诗歌作品的次外层结构。
诗歌作品乃至包括诗歌在内的一切文学作品，都是由语词、短语、句子和段落这四个意义单位交织而
构成的。
诗歌作品的最小意义单位是语词，其次是短语，再次是句子，最后才是段落。
 诗歌作品的每个语词有相对独立的意义，这种意义是人们在长期的交流中约定俗成的。
但语词常常具有表示多种意义的可能，一个语词的确切意义只有在短语、句子乃至在段落的上下文的
关系中才能呈现出来。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名句。
其中的每一个字（词）本身都有单独的意义。
“朱”在汉语中既可作姓，又与红、赤同义，是一种颜色：“门”既指建筑物的出入口，又指形状、
功能似门之物，还指旧家族或家族的一支，乃至一般事物的类别及学术宗教派别等等；但“朱门”二
字合在一起，它们的意义就被选择确定为“红色的大门”（建筑物的出入口）；“朱门”放在全句中
，方显出它的真实意义：属于朱门内的豪门贵族。
这就说明诗歌作品的语义是在各意义单位的联接中，即上下文关系中才呈现出来的，同时也说明作品
中语词的单独意义与它在作品中的具体含义往往是不一致的、悖谬的，有时甚至是相反的。
 诗歌作品的语义不仅要在语词、短语、句子、段落等意义单位的具体关系中才能得到确定，而且这种
意义的确定在时间上是一个建构过程。
诗人的写作行为与读者的阅读行为是逆向的语言活动，但都是一个时间上前后延伸的过程。
仍以前面杜甫那两句诗为例。
诗人揭露抨击封建豪门剥削压迫百姓的意象——诗的主题意义亦即两句诗对比产生的意义——是通过
这十个字（词）的排列组合表现出来的，它只能生存于这十个字（词）、两个句子写作完成之后。
同样，读者阅读也是沿着一个个字（词）前进，这些字词的组合关系逐渐明朗，意义也逐渐确定。
读完这两句诗，前面这些词的整体意义与对比意义才呈现出来，这个阅读过程虽然非常短暂，却经过
了一个意义建构过程。
所以在诗歌作品的语义层，作品的文字看起来是死的，但一旦与作品、读者相联系，就变成活的了，
它的意义因而就是一个建构的过程。
 第三，修辞格层。
这一层是文学作品结构所特有的。
诗歌作品意义的重建，主要依赖于这一层次。
诗歌创作的许多修辞方法，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不是正面地、而是侧面地，不是对称地、而是
偏转地展示语词、诗句、诗段的意义，导致了意义的重建。
例如汉乐府诗《陌上桑》中，很少正面描写罗敷的美貌，而是描写罗敷“采桑城南隅”时，“行者”
、“少年”、“耕者”、“锄者”被她的美貌惊呆了：“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
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峭头。
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这种明写效果暗写对象也是一种意义的偏转与重建。
 在诗歌作品中，意义的偏转、悖谬、逆反、重建等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这些途径就是指比、兴、
象征、夸张、通感等各种修辞手法。
至于各种具体的修辞格，这里就不去详细列举了。
 这些修辞方法无一是建立在能指与所指、语符与意义之间稳定的对应统一基础上的，恰恰相反，它们
全都以二者之问的某种程度的分离和偏转为前提，它们的目的全是要达到一种意义重建，一种与语言
意义单位（词、句、段）的本来意义不同的新的意义；它们又全都是连接作者的创作意图与读者的审
美阅读之间的通道。
所以，种种修辞方法汇集起来成为诗歌作品一个不可或缺的，体现诗歌本质的结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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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接受诗学》是是一部经过长时间思考与精心准备的角度新锐、体系完整、论述充实的诗学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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