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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语诗学与西方诗学比较研究》

内容概要

《梵语诗学与西方诗学比较研究》包括了语言修辞与诗学话语建构、宗教哲学与诗学话语建构、文学
传统与诗学话语建构、梵语诗学的发展轨迹、西方诗学的历史演变、印度与西方诗学的发展规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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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多审美话语的比较支点。由梵语诗学家新护的老师最先提出，而由新护发扬光大的味论中的“普
遍化”原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比较诗学价值。味论的基本原理可以和雪莱等人的浪漫主义诗歌理论，克
罗齐的艺术直觉论，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非个人化”理论，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和文艺符
号学奠基者卡西尔及其女弟子苏珊·朗格的相关符号学理论等进行比较。西方诗学对于审美心理或文
艺心理学的探索，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印度味论原理相通的。波阁的艳情味理论与弗洛伊德的原欲论也
值得作一番比较分析。　　欢增开创的韵论和味论一样，属于梵语诗学最重要的流派之一，也是中国
和西方比较诗学研究界最为重视的诗学话语之一。欢增在代表作《韵光》中论述了诗歌语言的暗示作
用即韵的功能，还据此对诗歌进行分级。欢增的韵论和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韵论思想极其接近，也值得
与西方诗学特别是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如马拉美、爱尔兰诗人叶芝、法国伯格森的直觉主义美学观等进
行比较。欢增的诗歌等级论和中、西诗学家都存在思想交汇点。欢增的“画诗”论与西方诗画论值得
比较。韵论与德里达的解构诗学也存在思想交叉。本部分还将涉及推理派关于诗的想象与推理亦即形
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关系的辩论，这在西方诗学中同样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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