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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

内容概要

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
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的比较研究，
长期以来多在同一性预设中进行。
此书另辟一路，
试以现象学还原方法探究两者
在入思前提与意识空间上的
突出差异和不可通约性，
并对“中西比较诗学”的命题研究
提出质疑，
进而考察了文论与诗学
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相关性，
以及它们提出和处理问题的差异性。
希望此书有助于
中西文化思想的深入比较研究。
――赵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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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

作者简介

余 虹 1957年2月生于四川
开江。1996年毕业于暨南大学
中文系，文学博士。现为海南大
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复旦大学
中文系博士后。已出版学术专
著《思与诗的对话― 海德格
尔诗学引论》，与人合译《海德
格尔论尼采》、《海德格尔诗学
文集》，另在《文学评论》、《文
艺研究》、《外国文学评论》等杂
志发表论文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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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

精彩短评

1、以比较视阈入手条分缕析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的差异。最后数篇激昂有力。
2、从此书可见余虹学术前途一片光明，可惜去得太早.
3、总算初步理解了吴老所谓直观式还原是何物。
4、不错。但是还是有许多问题值得更深入的比较。比如，中国式的审美是对苦难的回避与滑过吗？
5、人们出于对“诗”之为诗的本质领悟而称之为诗的诗，这种诗是超文体、超审美、超时代的，它
仅显示为一种生存的本真要求：昭示真并呼唤神圣。
6、下编更有可读性
7、作为中国文论范畴的“兴”
8、2015-05-16 完成了 比较文学自己给定的书评期中作业 认真看了前一百多页 把之前上课没听或者没
讲的都补回来了 关键词“不可通约性” “第三者”
9、当年我正琢磨考他研究生，他就跳楼了。
10、比较文学？好奇怪的名字。一家之言。
11、别在人死后才说他眼里有抑郁 屁话 
12、十几年前的书现在读来依旧醍醐灌顶，字字玑珠。书中提及许多关键的比较文学问题，至今也少
有学者能够讲清楚的，更多的是视而不见。命运的捉弄实在遗憾。
这是一本被低估的学术著作！
13、逻辑清晰，建构合理，读起来酣畅淋漓。感觉上篇比下篇写的好。个人功力尚浅，第六章读得云
里雾里，最后一章总觉得作者有些「跳戏」。想读此系列其他著作。
14、推荐。最后余虹写里尔克和陈子昂，说他们面对的是生命存在的悲剧性处境之“真”。一切哲学
文本都可以在这个层面上成为诗性的文本。看完才知道，他在07年跳楼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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