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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诗歌美学是朱光潜美学的核心。本书是研究朱光潜诗歌美学的第一部专著，其基础是作者的硕士学位
论文《朱光潜〈诗论〉“情趣”说研究》，研究对象是朱光潜先生的《诗论》。《诗论》无论是在朱
光潜全部著述中或是在整个现代诗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本书提出了朱光潜以“情趣”论诗的总看
法。情趣寄寓在语言之中，语音的连接组成声音，语义的组合形成意象，情趣、声音、意象与语言四
位一体，构成了“情趣”说的四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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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肖学周，笔名程一身，河南人。北京大学文艺学硕士，师从王岳川教授。著有诗集《北大十四行》
（2004），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三部曲《中国人的身体观念》（2008）、《权力的旋流》（2009）、《
理解父亲》（2011）；编著《外国精美诗歌读本》（2009），译著《恋爱或禁欲之书——佩索阿诗文
集》等。《北大十四行》获北京大学第一届“我们”文学奖（2004），《中国人的身体观念》获第八
届丁玲文学奖（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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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 诗界三人行
卷一 朱光潜诗歌美学引论
引论 《诗论》的地位与研究现状
第一节 《诗论》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的地位
一
朱光潜与诗：读诗、写诗、译诗与论诗
二 《诗论》在朱光潜著述中的地位
三 《诗论》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的地位
第二节 《诗论》的版本及其未完成性
一 《诗论》的初稿与版本
二 体例内外：“陶渊明”问题
三 关于《诗论》各章的关系
第三节 《诗论》的研究现状与本文的具体研究对象
一 《诗论》的研究现状
二 本文的具体研究对象
第一章  从“境界”说到“情趣”说
第一节 “境界”说的情趣化
第二节 独具特色的“情趣”说
一
“情趣”说的来源和含义
二 文学活动中的“情趣”及其特点
三 谐趣与禅趣（静趣）
四 趣味主义批评
第三节 从“境界”说到“情趣”说的成因
一 从“境界”说到“情趣”说的外因
二 朱光潜的趣味主义人生观
第二章  “情趣”说四要素及其相互关系
第一节 情趣、意象、声音和语言的相互关系
第二节 意象
一 意象概说
二 意象的时间形态
三 意象的空间分布
第三节 声音
一 建立一门诗歌的“声响学”
二 语言的声音与意义的协调
三 两种诗体的格律转换
第四节 语言
一 语言的地位：从工具到本体
二 语言的形态：澄明或遮蔽
第三章  《诗论》的局限与推进中国新诗发展的可能性
第一节 《诗论》的局限与不足
第二节 研究《诗论》的当代意义
一 朱光潜对新诗出路的探讨
二 “情趣”作为一个当代批评范畴的意义
三 推进中国新诗发展的可能性
附录一 朱光潜年谱简编
附录二 朱光潜论诗篇目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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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主要参考文献
卷二 《诗论》：对话式阅读笔记
第一篇：《诗论》绪论
第二篇：《诗论》起源论
第三篇：《诗论》本体论
本体论之一：境界论
本体论之二：语言论
第四篇：《诗论》比较论
比较论之一：诗与谐隐
比较论之二：诗与散文
比较论之三：诗与音乐
比较论之四：诗与绘画
第五篇：《诗论》诗律论
诗律论之一：中国诗的节奏与声韵的分析
诗律论之二：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
附论：诗人论
卷三 诗论小辑
1诗歌“五行”与胡少诗歌魅力
2两股线凝成的一根绳子
3阴影中的灿烂前景
4用词语提取事物的光
5楔入现实的钉子
6黑暗的继承人
7衰败时代的证词
8携带诗歌穿越中年
9诗歌中的桃花源
10舞动词语白练的人
11对称于时代的词语拼盘
12当代诗歌中的道德状况
13答木朵问：有何新意可言？
14乡村水韵
15绘画语言的叠加式进展
16敢“为天下先”，且能“为天下先”
后记 十年一觉忆北大

Page 5



《朱光潜诗歌美学引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