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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与中国诗学话语》

前言

　　东西方文明的差异自古而然，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也由来已久。然而自西方工业革命兴起以
来，由于西方社会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以至于在相当长的时期，不少东西方
学人都把西方的科学技术、社会制度乃至生活方式视为衡量文明发展水平的标尺，把社会进步的理想
目标定位于以西方发展模式为蓝本的现代化，或以西方价值观为基础的普世文明。西风东渐、西学东
移，相当一批东方学人和政治家也把工业化、信息化等现代科技进步看做西方文明的必然产物，为此
他们不遗余力地向西方寻求真理，甚至将扬弃本民族的传统，从器物、制度到生活方式上全面模仿西
方作为实现现代性改造的唯一模式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归宿。东西方文明的交流遂呈现为单向的态势—
—以先进的西方文明征服、影响和改造其他所谓“落后”或“野蛮”的文化似乎成为人类走向现代化
生活的必然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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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 与中国诗学话语》东西方文明的差异自古而然，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也由来已久。然而自西方
工业革命兴起以来，由于西方社会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以至于在相当长的时
期，不少东西方学人都把西方的科学技术、社会制度乃至生活方式视为衡量文明发展水平的标尺，把
社会进步的理想目标定位于以西方发展模式为蓝本的现代化，或以西方价值观为基础的普世文明。西
风东渐、西学东移，相当一批东方学人和政治家也把工业化、信息化等现代科技进步看做西方文明的
必然产物，为此他们不遗余力地向西方寻求真理，甚至将扬弃本民族的传统，从器物、制度到生活方
式上全面模仿西方作为实现现代性改造的唯一模式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归宿。东西方文明的交流遂呈现
为单向的态势——以先进的西方文明征服、影响和改造其他所谓“落后”或“野蛮”的文化似乎成为
人类走向现代化生活的必然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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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绪论一、中国诗学的话语分析法以及本书的研究对象1．诗学、中国诗学2．话语3．研究对象二、
《老子》研究现状以及本书的研究方法、研究路数和理论价值1．研究现状2．研究方法3．研究路数和
理论价值第一章 “无——道——有”：《老子》的思想体系第一节 道与《老子》之道一、道二、人
之道与天之道：孔子之道与《老子》之道第二节 《老子》的“无——道——有”的思想体系一、“无
——道——有”：《老子》的思想体系二、孔子“仁学”思想体系与《老子》思想体系的比较第二章 
“无中生有”：《老子》的意义生成方式第一节 《老子》的消解性解读和“无中生有”的意义生成方
式一、消解文本，实现道的意义生成二、消解人类自我，在艺术精神中建构诗意人生三、消解仁义礼
智规范及世俗智慧，构建纯朴自然的社会四、消解“伎巧”，构建大巧和大美五、消解宇宙万物，构
建永恒的大道第二节 孔子“依经立义”的意义生成方式与《老子》意义生成方式的比较一、孔子的“
依经立义”的意义生成方式二、孔子、《老子》的意义生成方式的比较第三章 《老子》的意义生成方
式与中国诗学话语第一节 语言和意义的关系一、“正言若反”二、言意关系三、与西方诗学的对话第
二节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原初意义二、“大音希声”、
“大象无形”的诗学意义三、与西方诗学的对话第三节 “虚实相生一、“虚实相生”的原初意义二、
“虚实相生”的诗学意义三、与西方诗学的对话第四章 道与逻各斯：《老子》与西方的意义生成方式
的比较第一节 “逻各斯”的出场一、赫拉克利特之前的古希腊思想二、赫拉克利特与逻各斯第二节 
道与逻各斯：中西不同的意义生成一、道与逻各斯的相似特征二、有和无：逻各斯与道的不同意义生
成第三节 逻各斯中心主义及其消解一、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实质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消解第五章 《
老子》的诗性言说方式与中国诗学话语第一节 诗性智慧一、诗性智慧的内涵及基本特征二、中国早期
的诗性智慧第二节 《老子》的诗性言说方式一、《老子》的直觉思维与诗性言说二、“道不可言”与
诗性言说三、“道法自然”与诗性言说第六章 诗性言说与理性言说：《老子》与西方的言说方式的比
较第一节 逻各斯与道：理性言说与诗性言说一、可以言说的逻各斯与不可言说的道二、可以分析的逻
各斯与只可体悟的道第二节 西方理性言说方式的形成一、赫拉克利特之后的的理性传统二、亚里士多
德对西方理性言说方式的奠定结语与余论一、《老子》与中国诗学话语的关系二、当前“国学热”背
景下对20世纪90年代“失语症”问题探讨的再思考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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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比如，关于和谐，有学者指出，老子否定人情世相之美，但并不排斥真正的美，在老子那里，美
应该是“独立不迁”的，他所推崇的这种“独立不迁”的美，是“雌性”的“常道”，其特点是“和
”。另有学者认为，老子的和谐美学思想，就其内涵而言有三，即，其一，道的浑然体现着心灵与世
界整体的宽和美。浑然、宽和是道的基本特征，也是一种美的意蕴。由道的特点决定了道思维的特点
是直觉体悟。只要抓住了心灵与世界的浑然道思维，也就抓住了美感的主体和灵魂。其二，道的意象
体现着人与自然圆融的和谐美。老子的道和道思维，是他将人生、社会与自然理想化的美的意识反映
，道体现出老子精神自然化的浪漫美，体现出人心与自然的交融美，体现出老子理想外在化的创造美
。其三，道的审视体现着社会平等、人格融融的齐一美。老子提倡的“静观”认识方法表现了一种纯
粹平等的要求和审美意识，这是善的愿望，也是一更内在更高层的审美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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