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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审美文化叙事学：理论与实践，ISBN：9787516100127，作者：谭君强 等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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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多重视阂中的叙事理论  一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  二文化研究语境下的叙事理论  三审美文
化视野下的叙事理论研究第二章  构建审美文化叙事学  一关于“审美文化”  二“文化叙事学”与叙事
学的文化研究  三构建审美文化叙事学第三章  叙述者与意识形态  一叙事作品中“视点”的思想功能  
二叙事作品中“视点”的意识形态层面  三叙事作品中的叙述者干预与意识形态第四章  叙述聚焦与性
别意识  一男女两性作家写作模式差异及其文化意味  二内聚焦叙事在女性小说中的运用及其文化  意味
第五章  网络小说叙事特征与美学意义  一关于网络小说与网络小说研究  二网络小说的第四重主体“网
络写手”  三安妮宝贝《八月未央》叙事特征分析第六章  时空穿越类影片的叙事时问与审美文化  意义
 一时空穿越影片的表现形式和意义  二时空穿越类影片的基本叙述特征和意义第七章  文本与语境：叙
事分析¨  一从鲁迅小说看作者的自我虚构  二从鲁迅小说的动态描写看叙述时间与空间的  融合  三《
摩诃婆罗多》：对话中的文学与文化  四《墙上的斑点》与《示众》：小说的空间  叙事  五《唐璜》：
作为叙述者干预的抒情插笔  六《李尔王》：人物与读者的距离变化参考书目附录  叙事学研究一个有
意义的拓展  ——兼答胡俊飞《审美、文化与叙事——与  谭君强教授“审美文化叙事学”构想的商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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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文化叙事学》

编辑推荐

谭君强编著的《审美文化叙事学(理论与实践)》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出现的后经典叙事学研究的
背景下展开的。从总体上说来，这一研究是在延续、扩展叙事学研究行之有效的传统，沟通经典叙事
学与后经典叙事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作新的拓展，就叙事学研究中长期为学界所忽视的一些重要问
题进行探讨，从审美文化的意义上人手，并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探究，以期补充与深化
既有的叙事理论研究，为开拓新的为人们所忽视的研究领域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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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文化叙事学》

精彩短评

1、谭老师的叙事学书，绝对经典，支持谭老师。书也很好。
2、这是自己看的第一本纯文学理论书，在其中找到了论文的思绪，算是研究生论文生涯的一个开端
，如果要深入文学，这本书值得一看。
3、交叉评阅的导师说我的论文最后一章的叙事审美比较有点单薄需要充实ORZ
4、叙事学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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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文化叙事学》

精彩书评

1、叙述学，作为最实用的文艺理论之一，在中国获得了最广大的追随者。经典叙述学以文本为中心
的研究模式，在切实有力地解决了许多以往悬而未决难题的同时，却因为人为地割裂文本与外在要素
为人所诟病。于是，经典叙述学向后经典叙述学的转向成为一种必然的需求。《审美文化叙事学：理
论与实践》就是在叙述学转向的大背景之下，将“审美文化”纳入叙述学的学科范式之内，通过建构
“审美文化叙事学”理论，试图克服经典叙述学可能造成的某些片面性，从而对叙述学这一学科进行
拓展所做的一次颇有意义的尝试。在建构理论之前，该书首先对叙述学进行了一次总体性的回顾和考
察。经典叙述学、后经典叙述学、文化研究语境下的叙述理论都成为考察的重要内容。在此基础上，
该书提出在审美文化视野之下的叙述理论研究是有必要并且可行的，因为以往的叙述学总是避免对作
品进行审美价值判断，作者认为那种只进行“观察”而不作“欣赏”的态度是不足取的，至少是不全
面的，进而提出在叙述学的框架下，从相互关联的不同层面去对对象加以把握，同时也将这些相互关
联的层面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具体来说，是从诸如社会历史层面、精神心理层面、文化积淀层面等
多方面去对对象进行分析和研究。作者对“审美文化叙事学”这一概念进行了细致地阐释。首先，“
审美文化”这一概念就非常复杂而颇多歧义，在分析了古今中外学者对这一概念的定义之后，作者并
未对这一概念给出自己的清晰界定，而是倾向于使用当今几种趋于接近但仍然稍嫌模糊的宽泛定义。
在该书附录[ii]中作者认为：一方面，“审美文化”的内涵可以有所变异；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整体的
概念它可以存在，表现出这一概念独有的意义。因此，“审美文化叙事学”至少作为一个学科分支或
方向，其学科范式应是清晰的，作者试图让这一概念“保持在开放状态”，因为建立一个新的学科本
身就是一个运动的历程。接着作者排除了“文化叙事学”作为学科建设的基础，因为“文化叙事学”
这一构想并未得到学界有效的回应，并且，它实际上既无普遍公认的合理定义，缺乏与叙述学这一学
科相区分的合理基础，两者所处理的问题也无本质上的区别。而叙述学的文化研究是有其特定的研究
内涵的，它显然有别于“文化叙事学”的无所不包。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作者给出了“审美文
化叙事学”的大致轮廓：审美文化叙事学研究，其基点依然在叙事学的层面上。叙事学领域中的基本
理论、方法与原则，在这一研究中并未被弃之不顾。审美文化叙事学力图摆脱传统的经典叙事学所致
力的纯粹形式层面的研究，而力图将形式与语境，与历史、文化，与审美判断和审美价值意义等多方
面要素连接起来。然而，它又并非简单地回到诸如传统的文学的社会——历史研究、意识形态——政
治批评等方式中去，它以叙事学研究作为出发点，以叙事学研究所积累起来的理论与方法、以其所注
重的形式研究等作为讨论的重要基础，又不囿于原有的理论范式与方法。审美文化叙事学研究自然与
文化有着内在的关联，但这种关联不是指那种宽泛的、无所不至的指向，而是审美文化意义上的关联
。在这个轮廓之下，作者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角度以及学科关系等四个方面对审美文化叙事
学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说明。在将审美文化叙事学理论作为一个学科建构起来之后，作者在学科内部进
行了一些探索性的建设，分别从“叙述者与意识形态”、“叙述聚焦与性别意识”、“网络小说叙事
特征与美学意义”以及“时空穿越类影片的叙事时间与审美文化意义”四个大的板块进行了理论建设
和对相关文本的分析，在熟练运用叙述学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审美文化叙事学的开拓与建构，读来
令人耳目一新，用事实证明审美文化叙事学理论的合理性和实践的可操作性。在审美文化目光的逼视
的下，原先被认为是纯粹的形式问题，都显示出审美的意义。其实，作者从前在使用叙述学进行文本
分析的时候，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脱离以文本为中心的理论限制，而这种情况应该不在少数，这也从
一个侧面证明了审美文化叙事学理论的建设有其现实的需求。本书的最后一章“文本与语境：叙事分
析”将多个观点新颖的研究个案集中起来，以中外的一些文学名著作为研究对象，“作者的自我虚构
”、“从动态描写看叙述时间与空间的融合”、“对话中的文学与文化”、“小说的空间叙事”、“
作为叙述干预的抒情插笔”以及“人物与读者的距离变化”都成为研究关注的焦点，这进一步丰富了
审美文化叙事学的内涵。在叙述学转向之后，中国学界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理论构想，例如赵毅衡《
“叙述转向”之后：广义叙述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一文认为，当代叙述学应当从当今叙述转向的大
局面着手，把视野拓宽到各门类叙述已经取得的成就，着手建立一门广义的理论叙述学。如果说，“
广义叙述学”是对叙述学一种横向的拓宽，那么“审美文化叙事学”就是纵向的加深，二者都是对叙
述转向的积极回应。然而，一个新学科的建立需要更多学人的积极努力，这也许是最大的难题。首发
于符号学论坛：http://www.semiotics.net.cn/index.php/publications_view/index/3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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