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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诗学》

内容概要

《文化与诗学》是一本关于文艺学前沿问题的探讨的论文集，本辑包括几个主题：古典诗学、比较文
学与外国文学、20世纪中国文艺研究、域外学术和书评，从多个角度反映了文艺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是我们了解文艺学研究动态的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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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诗学》

书籍目录

本刊特稿
回归文学经典的“教”与“学”——关于当前高校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改革的方向
古典诗学
“文”之历史——从西周至战国文化精神之演变
中国古代戏曲序跋体批评的文化语境
艺术本体建构与审美主体压抑——再论嵇康《声无哀乐论》
蒙元初期士人的文化认同及其文学观念
古代文论研究的“二重历史化”
《淮南子》美育观中的“神化”境界与人格理想
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
以圣愚的名义超越“知识”——俄罗斯文学经典品格论之二
汉学、中国研究与比较文学
“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巴罗克通则视角中的李商隐与约翰·但恩艳情诗比较
《被斩首的迦梨》中的回归主题
20世纪中国文艺研究
诗与音乐——彭燕郊晚期诗作读解之
“茵梦湖滨名利场，浮华世界蜃楼境”——吴宓笔下的萨克雷
论“身体”在现代中国的演变及其革命意味——以报告文学为中心的思想史考察
从压制到控制：论潘光旦早期优生学理论中的女性情欲——以《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为考察中
心
张爱玲小说叙事中的“中体西用”策略及其当代意义
《钢的琴》音乐叙事美学
域外学术
含沙射影，暗箭伤人：论莎士比亚历史剧
《亨利四世》（上）
花镜
书评
生产性受众与大众文化研究——评《粉丝文化读本》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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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诗学》

章节摘录

　　一 当前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存在的问题　　在我们目前的教学中，过分注重“概论”、“通史
”的教学，且课程多，课时也多，而不强调中国语言文学经典原著（理论作品、语言学作品、文学作
品）的教学，特别是不重视古代经典原著的阅读与教学。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所获得的知识是大而
化之的，甚至是形而上学的，确定的具体的名篇、原著知之甚少。其结果是“两头落空”：即，一头
是理论空洞无物，另一头则是对具体的经典文本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例如，我们的本科生学完了《
文学概论》课程，所得的是教师或教材中古今中外杂糅在一起的“二手转述”（有的甚至是“伪知识
”），这种“二手转述”是教材的某些教条的教师个人综述，却不知道作为文论原著的刘勰的《文心
雕龙》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为何物。对于学生来说，一方面宏观上能“侃侃而谈”，大而化之的
议论却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空论；另一方面微观上则缺少原作原著的知识，一旦进入原著的某篇某段某
句，只能支支吾吾，说不出所以然来，或因为从未读过，或读过而记不清了或遗忘了，实际上处于无
知状态。　　我前后参加过教育部1978年编制的教学计划（武汉）和1980年编制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
的教学计划（云南）的会议。据我所知，当时思想未能完全解放，改革精神不够，所制订的教学计划
都是沿用“文革”前的计划，只作了小修小补，没有完全摆脱苏联的影响。在建国初期，苏联派来了
许多专家，帮助我们制订专业和教学计划，其特点之一就是“概论”、“通史”大行其道。民国时期
的教学计划有问题但也有优点，但优点——主要是细读古代经典原著——未能保留下来。新中国成立
后的内地高校与台湾、香港的大学也交流不够，台湾、香港的大学中国文学教学更多的是保留了民国
时期细读经典名篇、原著的教学传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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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诗学》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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