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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比较研究：诗意论与诗言意义论》是对中国古代诗意论和西方现代文学意义论的比较研究。受惠于
语言学转向，西方现代的文学意义论成果极为丰厚，从结构主义、现象学、分析哲学的文学理论直到
文化研究，核心都是文学的意义机制或文学语言的意义问题。我们的失语，在很大的意义上是因为对
这种意义论的现代知识方式不理解。但是如果我们把眼光转向古代，却可以欣喜地看到，虽然知识的
进路和传统各不相同，但罗兰·巴特《S／Z》式的意义分析向来就是中国古代各类诗话、词话的当然
领地，甚至从《论语》开始，中国关于诗意的分析品鉴就已经拉开帷幕，断断续续地积聚蔓延了两千
多年。
因此，《比较研究：诗意论与诗言意义论》首先是一种去蔽的工作：将中国古代的诗意论如其所是地
恢复为对诗意之各个方面、各种层次和各种方式的领会与探究。就是说，以广义意义论的眼界去打量
分析，并在与西方文学意义论的比较勾连中显明它自身。进而，再以这种勾连为基础，揭示中西方“
不同意义发展方向”的差异，确认中西双方对当代文学意义论研究所能给予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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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形式论的章节，和整本书风格以及思想品质的割裂还是挺明显的。
2、感觉自己的哲学储备不够，所以有些地方读得有点累，但还是相对好理解的一本书。有很多句子
都摘下来了，手写一次，再手打一次。还顺藤找到了很多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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