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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态文化与物性的诗学》

内容概要

《活态文化与物性的诗学》的学术价值主要在于，从已有研究涉及甚少的中外活态文化和物性思想的
学理层面比较系统地研究了论题，从而为人类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提出了一个有价值的思想参照，
也为文艺学美学的转型。
在中国，人们一边在大谈特谈遗产保护，一边又肆无忌惮地破坏文化遗产，尤其是文化遗产的物质存
在和物质空间。事实上，没有正确的认识，就难以有正确的行动。因此，当今人们研究和保护文化遗
产的内在推动力，正应该是对文化遗产的活态质素和物性因素的关注和重视，是对未来生态文明样态
的构想和计划。本书是中央高校专项资金项目成果。全书共十六章，由专题论文构成，尝试运用打通
中西学、会通文史哲和贯通教科文的通化研究方法，以中外古今活态文化和物性思想学术脉络的梳理
阐发为基本线索，以文艺文化文本、事象和实践为基本材料，总结和提炼其中的活态文化和物性思想
，发挥其中蕴含的文化正能量，旨在建构一种活态文化和物性思想的理论体系，克服文化研究、文化
遗产保护和文艺美学中的若干思维盲区。本书之所以命名为“活态文化与物性诗学”，一方面，探求
和阐述了活态文化和物质性的内涵、规则或原理；另一方面，亦有探求活态文化与文学活动之间相互
“生产”、彼此构成的意蕴。本书的学术价值主要在于，从已有研究涉及甚少的中外活态文化和物性
思想的学理层面比较系统地研究了论题，从而为人类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提出了一个有价值的思想
参照，也为文艺学美学的转型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擘划提出自己的构想。

Page 2



《活态文化与物性的诗学》

作者简介

张进 1966年生，甘肃会宁人，文学
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美学、文艺学和
比较文化研究。发表论文七十余篇，被《新华文
摘》、《美学》、《文艺理论》、《中国学术年鉴》和
，《文艺报》等刊物部分或全文转载二十余篇次，
出版《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中国20世纪
翻译文论史纲》、《历史诗学通论》、《新历史主
义文艺思潮通论》等专著；主持完成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国家精品课程建设项目、中国博士
后科学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项目
及其他各类课题十余项。美国康条尔大学访问
学者，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
划”，兼任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文艺理
论学会理事、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理事和
西方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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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余光与迂回：通向活态
一、留意“看本身”，追求“元视觉”
二、重视“边缘域”，探求“物之妙”
三、注重“缝隙处”，开掘“居间层”
第一章 活态文化的观念与范式
一、活态文化的概念范畴
二、活态文化的知识范式
第二章 活态文化与“第三空间”
一、定性的“意之所随”
二、历时性的“活态文化”
三、共时性的“第三空间”
第三章 活态文化与“元文化”
一、“元文化”作为“文化的文化”的反思性
二、“元文化”作为“选择性文化”的构成性
三、“元文化”作为“流通性文化”的阐连性
第四章 活态文化与元身体学
一、身体的叙事性
二、叙事的身体性
三、从身体叙事到元身体学
第五章 活态文化与文艺学转型
一、活态文化与文艺学之“罔”
二、活态文化与理论批评工程
第六章 活态文化与民族审美文化
一、活态文化转向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优势
二、活态文化生态与少数民族文化的范围
三、活态文化方法与少数民族审美文化研究
第七章 活态史观与“三界革命”
一、新史学“活态”观念的主要内涵
二、“活态”(活动)的视域范围与“三界革命”
三、“活态”(生态)的关系空间与“三界革命”
四、“活态”(活化)的深描方法与“三界革命”
五、“活态”(活着)的读者大众
第八章 活态空间与日常生活
一、作为“反空间”的上海弄堂
二、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与抵抗实践
第九章 活态空间与现代戏剧
一、现代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想象之嬗变
二、与日常生活实践相分离的先锋探索
三、日常消费中大众文化对现代戏剧的冲击
第十章 物质性的诗学内涵
一、文学文本的物理物质性
二、文学文本的社会物质性
三、文学文本的历史物质性
第十一章 物质性的文学维度
一、转向文学语言能指和文本的物质性
二、转向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物质性
三、转向文学感知主体和身体的物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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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转向文学表征对象和经验客体的物质性
第十二章 物质性的能量叙事
一、能量的种类和层面
二、社会能量的功能和特征
三、能量叙事的生态美学维度
第十三章 物质性与媒介生态
一、媒介感知环境的生态互动论
二、媒介符号环境的生态循环论
三、媒介社会环境的生态整体论
第十四章 物质性与怪诞身体
一、“高密东北乡”的创世纪：《秋水》里第三
空间的生产
二、空间的物质性或物质性的空间
三、怪诞身体叙事：身体的物质化或肉体的空间化
第十五章 物质性与审美调解
一、感性学与麻醉学的“共成模仿”
二、媒介“内容”与“形式”的“居间调解”
三、“感性／调解／物性”的“三元辩证法”
四、从“感官载除”到“听之以气”的物性美学
第十六章 物质性与生态审美
一、物质性与“空间转向”
二、活态文化与第三空间
三、地方意识与“失位感”
四、生态意识与天气美学
余论 称物与求妙：捕捉物性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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