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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诗学·复眼》

内容概要

著名先锋小说家、学者刘恪才华横溢地书写了对各种词语极端真切的感受和体验，深刻而细微地揭示
了词语各种隐在的奥秘，使词语真正成为我们审美阅读的精神盛宴。
本书重点考察了当今阅读与出版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并对当前的阅读状况进行了独到而深入的分析。
深入分析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矛盾所导致的第三种文化产生，以此说明今天文化性质的变化引起
阅读与出版的变化，即今日阅读乃是技术信息化的结果。介绍了三种媒介时代的发展所产生的从经典
阅读到大众传播阅读的变迁。
目录介绍：
词语诗学体系的处子航——刘恪《词语诗学》序
导论：词语·想象与乌托邦
幻象·内心的谎言
记忆
感觉
忧郁
孤独
想象
梦境
鸟飞·河流·文化树
文化
形象
神话
人性
情爱
符号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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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诗学·复眼》

作者简介

刘恪，1953年生于湖南岳阳，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曾先后任教师，记者，文学期刊主
编。现为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国土资源部作协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协会员。
1983年开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城与市》，《蓝色雨季》，《寡妇船》，《梦与诗》；小说集
《红帆船》，《梦中情人》，《墙上鱼耳朵》；理论专著《欲望玫瑰》，《现代小说技巧讲堂》，《
先锋小说技巧讲堂》，《耳镜》，600万字，作品多次获得国内图书奖和期刊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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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诗学·复眼》

书籍目录

前言孔子思想与后现代主义——以主体性和他者性而论引论第一章 主体性与孔子思想体系第二章 主
体对他者的承担第三章 “仁”：本体性的，抑或实践性的结语外一篇　自然与文化的解构限度——思
考在德里达“之后”一 乱伦禁忌作为语言学批判二 被“游戏”的乱伦禁忌三 置于“接缝”的结论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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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诗学·复眼》

章节摘录

　　孔子思想与后现代主义——以主体性和他者性而论　　引论　　谁曾料想在主体和主体性问题上
中国思想文化界会经历如此剧烈的逆转：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我们一直都在热切地呼唤、在殚精竭
虑地建构主体和主体性理论，——那是思想解放浪潮最美丽的一朵浪花。先是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问
题的论争，其中例如我们把美当作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即是说，美是主体性或人性的集中表现；
再是沉潜良久而终于在这场讨论中浮出水面的依据康德而建立主体性的尝试；推而广之，在文学批评
领域对于重振作家主体性和作品自主性的殷殷之情；最后，那场意外地流产了的对五四运动70周年的
纪念，即纪念其民主和科学的理性精神。90年代初后现代主义的登陆似乎一夜之间便改写了我们对于
主体性的十数年的执著诉求：往好处说，主体性被作为一个陈旧的话题而冷落了，——90年代早期对
人文精神的呼唤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小小插曲；往坏处说，主体性成了当代社会各种弊端的罪魁祸首
，甚至是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同义语。　　当然，这一认识的转变并不完全是由于后现代主义视
角的介入，因为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新潮实际上就已经形成了对“五四”精神的质疑和挑战，但是其
所直接意识到的和谋求着叛逆的对象则是仿佛与“五四”毫不相涉的“文革”理式，即主体性的而同
时又是个人意志的、理性的而同时又是专制的、激情的而同时又是空泛的、崇高的而同时又是非人性
的。对后一方面的批判我曾经认为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继续和深化，也就是说，中国后现代主义的
原初动机在于推进一个现代性的计划。而进一步的思考却反过来指向前一方面，即现代性本身以及“
五四”以来启蒙主义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这里我是把“文革”理式作为中国现代启蒙主义的一个结果
来谈论的。80年代末期有批评家已经敏锐地发现了这浪文学新潮例如实验小说的后结构主义踪迹，但
是其所关注的问题一如其所评说的作家作品之公开或隐秘的述说是纯粹文学性的，即对于无论是经典
现实主义或所谓革命现实主义均呈异质性的一些形式因素，如修辞、语态、叙事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
的再现危机等等。只是到了1991年以后在我陆续发表的以“后人道主义”为总题的系列文章里，这类
文学探索的文学史意义才被特别地彰显为思想史的意义，好像因为一场“政治风波”而中断了的主体
性研究才被接续起来，但其所代表的已经不再是对过去的恢复而是一个反思并且由这一反思而进入的
一个新的理论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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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诗学·复眼》

编辑推荐

　　《词语诗学复眼》这是一本发人深思的书。金惠敏教授的“后现代”其实包含了现代，是一种“
后后现代”；他说的“后儒学”是一种新儒学，却不同于当代新儒家，而趋向于“新新儒学”。为儒
学的发展增添了风采。《词语诗学复眼》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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