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文化视域中的《红楼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世界文化视域中的《红楼梦》》

13位ISBN编号：9787560981512

10位ISBN编号：7560981518

出版时间：2012-9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作者：张世君

页数：37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世界文化视域中的《红楼梦》》

内容概要

《世界文化视域中的 》每章都有原创性的学术观点，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诸如中西建筑艺术的空间思
维方式，中国建筑的平面空间观念，西方建筑的立体空间观念；《红楼梦》里的叙事视角；《红楼梦
》香气的虚化空间，香气空白，香气艺术韵调；《红楼梦》的饮食秩序，饮食场景的叙事功能等，以
及相应的中西文学与文化的比较，都是作者的原创。书中将学术研究大众化，复杂理论简单化，抽象
论述具象化，文献知识普及化，素质教育趣味化，追溯历史图像化。追求通俗易懂，生动活泼，重新
整合中外文学知识谱系，创新性解读经典文学文本。任何层次的读者都能读懂它，都会喜欢它。给普
通读者带来智慧的提升、知识的享受和阅读的快乐。给研究型读者带来创新思维的提高，拓展视野，
启发思考，快乐研究，让思想张开翅膀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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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文学博士，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荣获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广东省南粤优秀
教师、暨南大学“十佳授课教师”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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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打开《红楼梦》文化比较的世界之窗
一、文学文本研究与文化研究
二、从历史文化的外在性认识文学的内在性
三、从跨学科比较认识文学关系的建构性
四、从文学文本比较研究认识历史文化的相关性
五、建立文学文本研究的文化比较眼光
六、比较文学研究方法
七、本书体例说明
第一章　世界建筑图景中的大观园
第一节　中国园林文化
一、中国建筑文化特点
二、中国园林建筑发展脉络
三、中国园林建筑特点
四、古代园林专书
五、小结
第二节　中西建筑艺术的空间思维方式
一、中西建筑特点
二、中国建筑平面空间方位观念
三、西方建筑立体空间观念
四、中国文学建筑诗学话语
五、西方文学建筑诗学话语
六、小结
第三节　中西文学建筑叙事特点
一、中国庭院文学传统
二、西方哥特文学传统
三、《红楼梦》的园林建筑视点
四、《巴黎圣母院》的哥特建筑视点
五、小结
第四节　《红楼梦》建筑描写
一、园林式住宅
二、贾府建筑描写
三、大观园建筑描写
四、大观园人居环境描写
五、小结
第五节　园林建筑的叙事功能
一、章回小说回目建筑的叙事特征
二、园林叙事特点
三、园林空间边界的导引
四、影视改编园林建筑的视觉化呈现
五、小结
第六节　园林场景的叙事特征
一、中国庭院小说的叙事特点
二、节庆场景
三、生日场景
四、诗乐场景
五、死亡场景
六、梦幻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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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小结
第七节　园林场景叙事的转换
一、园林叙事的分切形式
二、场外人的转换
三、中西叙事理论转换概念比较
四、小结
第八节　园林场景的叙事程序
一、场景建构中的叙事连续性
二、叙事的动作程序
三、叙事动作的循环运动
四、明清小说叙事程序比较
五、中西小说对叙事结构选择的比较
六、小结
第二章　门窗墙眺望的中西视角
第一节　中国门窗文化
一、古代礼制对门的规范
二、门的特点
三、中国建筑窗结构
四、园林窗的审美功能
五、西方建筑门窗特点
六、小结
第二节　中国墙文化
一、墙的特点
二、墙的管制性
三、筑墙文化传统
四、墙文化的围城心理
五、小结
第三节　《红楼梦》门的描写
一、《红楼梦》门的特点
二、门的动作与进出词语
三、门的等级描写
四、隔绝的围城
五、小结
第四节　园林门的叙事视角
一、门对章回首尾的连接
二、串连情节的媒介门
三、俗界的门和宗教的门
四、地上的门和天上的门
五、现实的门和心理的门
六、中西文学不同文本叙事视角比较
七、小结
第五节　门窗墙的空间分割
一、门窗墙分割的隔与连
二、隔窗观看
三、隔窗偷听
四、隔门窗对话
五、门窗墙分割的诗词描写
六、小结
第六节　中西文学门窗墙描写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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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文学中的爬窗约会
二、中国文学中的翻墙描写
三、门缝偷看
四、中西建筑风格对文学描写的规定性
五、小结
第三章　香飘东西方的气味文化
第一节　感官联觉
一、感官感觉的特点
二、心理联觉
三、文学通感
四、感官感觉的美学
五、小结
第二节　中西嗅觉文化
一、气味文化
二、气味的影响
三、中国香文化传统
四、西方嗅觉文化传统
五、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嗅觉叙事
六、小结
第三节　祭祀文化
一、中国祭祀文化传统
二、返始祭祀对文学叙事从起源讲故事的影响
三、祭祀对象
四、祭祀方式
五、祭祀器物
六、中国农业文化的祭祀表达
七、西方宗教文化的祭祀表达
八、小结
第四节　《红楼梦》香的描写
一、《红楼梦》香的特点
二、香的种类
三、女儿香
四、诗词香
五、小结
第五节　香与中医药文化
一、中医中药
二、香料与药料
三、《红楼梦》中的中医药学描写
四、香气与中医药叙事时间
五、小结
第六节　香的叙事功能
一、香气的虚化空间
二、诗词香建立的虚化空间
三、叙事转换的香媒介
四、小结
第七节　香气空白与艺术空白
一、书法布白
二、绘画留白
三、舞台虚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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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红楼梦》的香气空白
五、香气空白与艺术空白比较
六、小结
第八节　香气韵调与艺术韵调
一、书法韵调
二、绘画韵调
三、戏曲韵调
四、《红楼梦》的香气韵调
五、香气韵调与中印艺术韵调比较
六、小结
第四章　饮食话天下的饭桌秩序
第一节　中西饮食文化
一、中国饮食
二、中国茶文化
三、西方饮食
四、中西饮食追求的品质
五、巴赫金论饮食
六、小结
第二节　中印味文化
一、气与味
二、味文化
三、调味喻政
四、中国诗学味论
五、印度古典诗学味论
六、小结
第三节　《红楼梦》饮食描写
一、红楼饮食
二、饮食秩序
三、吃喝趣味
四、中西文学吃喝描写比较
五、小结
第四节　饮食场景的叙事功能
一、饭桌文化的叙事特点
二、饭桌话题
三、饮食叙事的转换功能
四、饮食事件推动情节发展
五、饮食文化的集体意识与影视改编的视觉化呈现
六、小结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快乐学习让思想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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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随着《红楼梦》在世界范围的翻译传播，会有更多的人在感悟红楼梦作者传递给我们的一种精神
享受。那就是超时空，超国度，超地域文化差异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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