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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美主义的浪荡子》

内容概要

《唯美主义的浪荡子:奥斯卡·王尔德研究》以王尔德的自我建构为基点，以欧洲独特的文化形象——
浪荡子为主线，力图探讨王尔德在艺术观念以及文学创作中对自我浪荡子式的塑造。王尔德在塑造自
我的过程中认同了唯美的艺术观念和浪荡精神，将自己精心打造为19世纪末最出色的唯美主义浪荡子
。由此，《唯美主义的浪荡子:奥斯卡·王尔德研究》将对浪荡子这一边缘形象进行仔细的分析，以浪
荡精神来整合王尔德的艺术观念和作品内涵，力图从更新、更广的角度来分析这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
的作家。
《唯美主义的浪荡子:奥斯卡·王尔德研究》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以王尔德在生活和创作中的矛盾性、
多重性为起点，分析导致其矛盾性的根源和他对自我进行建构和塑造的积极尝试。同时，我们将以法
国著名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关于主体的理论为参照，来分析王尔德对自我的建构。
在第二章里，我们将全面探讨“浪荡子”这一重要的文化形象。首先梳理浪荡子的历史渊源，分析其
文化内涵，指出浪荡精神的哲学意义及其与唯美主义和审美现代性的精神关联。接着我们将把视线集
中到王尔德身上，考察他浪荡子形象中的多重含义。同样，我们将借助福柯关于“自我伦理学”
（ethicsoftheself）的理论。阐述王尔德为反抗社会压迫而塑造自我的行为。
在接下来的三个篇章里，我们将分析王尔德的主要作品，包括批评文章、小说和喜剧，以考察和印证
包含在其中的浪荡精神。
第1章首先从王尔德的批评文章中考察他最为看重的个人主义观点，讨论他在《谎言的衰朽》、《作
为艺术家的批评家》等文章中所体现的颠覆精神，这两个方面都是与王尔德的浪荡精神相契合的。此
外，在风格迥异的文章《从深处》中，我们也将看到王尔德对自我的不断探索。
第四章对王尔德唯一的长篇小说《道连·葛雷的画像》进行分析，讨论王尔德怎样把他的小说变成一
种浪荡子的美学实验，怎样通过小说叙事来凸显他的生活艺术化观念以及追求感性和此岸性的思想。
此外，《道连·葛雷的画像》中存在的道德与美学理想的冲突，也可澄清人们对小说的误解。
在最后一章里，通过细读王尔德四部社会喜剧．探讨他在其中对不同浪荡子形象的塑造，并通过喜剧
来诠释他的浪荡精神。同时，我们也会考察王尔德是怎样运用不同的艺术技巧使得他的喜剧达到批判
与娱乐的双重目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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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美主义的浪荡子》

书籍目录

导言一、研究现状简述二、本书的研究角度及框架第一章 王尔德的矛盾性与主体建构一、自相矛盾的
智者二、唯美主义的乌托邦与生活艺术化观念三、王尔德的自我塑造与主体建构第二章 唯美主义的浪
荡子一、浪荡子的渊源和思想轨迹二、唯美主义浪荡子与审美现代性三、王尔德的浪荡精神与福柯的
自我伦理学第三章 作为艺术家与批评家的浪荡子一、关于自我的个人主义二、《谎言的衰朽》与《作
为艺术家的批评家》：对传统艺术观念的颠覆三、《从深处》：自我与基督的重合第四章 《道连·葛
雷的画像》：浪荡子的美学实验一、王尔德的生活艺术化尝试二、浪荡子的新享乐主义：此岸性与感
性、肉体三、唯美与道德的张力第五章 王尔德的社会喜剧：非利士人与浪荡子的两个世界一、娱乐与
批判的双赢二、《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和《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中的浪荡子三、《一个理想的丈
夫》：一个理想的浪荡子四、《认真的重要》：对传统的颠覆与浪荡子的狂欢结语参考文献

Page 3



《唯美主义的浪荡子》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王尔德的矛盾性与主体建构　　一、自相矛盾的智者　　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重要作家奥
斯卡，王尔德历来就是众多文学批评家争论的焦点。有人把他视作“为艺术而艺术”运动的领袖，因
为他一生都致力于把艺术从非利士主义（Philistinism）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另一些人却认为他只不
过是个唯名是求的作态者（poser），以做作取代艺术，以装饰取代文学。他把艺术和生活混在一起，
很难判断其中孰重孰轻、孰真孰假。因此，长期以来，王尔德的理论批评和文学创作，乃至他本人，
都被看作是充满矛盾的。王尔德的传记作家赫克思，皮尔逊（HeckethPearson）曾评论说，王尔德可
以在下午的演出中扮演哈姆雷特的角色，而在晚上的演出中他可以同样令人信服地扮演福斯塔夫。①
这种评论显然是在回应王尔德自己在《谎言的衰朽》里的话：“福斯塔夫身上有着哈姆雷特的东西，
在哈姆雷特身上。福斯塔夫的东西不只一点点。”②　　的确，在王尔德的作品和生活中，各种矛盾
比比皆是。首先，正像大多数唯美主义者都有的困惑一样，王尔德并不能够完全地实现对艺术与现实
以及艺术与生活二元划分的理想。尽管他认为艺术并不反映现实，断言“生活对艺术的模仿远远多于
艺术对生活的模仿”，但是他的文艺创作并没有完全脱离生活和现实，在其作品的字里行间，他从未
忘记对现实的冷嘲热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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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美主义的浪荡子》

编辑推荐

　　王尔德的矛盾性与主体建构、唯美主义的浪荡子、作为艺术家与批评家的浪荡子　　《道连·葛
雷的画像》：浪荡子的美学实验、王尔德的社会戏剧：非利士人与浪荡子的两国、5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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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美主义的浪荡子》

精彩短评

1、论文选题的灵感可是来源于这本书的。虽则没写王尔德，依然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2、扫荡市面上所有关于他的书！！
3、dandy这个词原来含义如此丰富
4、看不懂。
5、为论文读的。
6、作为论文参考
7、以福柯的自我伦理学解读王尔德的自我建构像是借了个名号分析略弱，倒是以浪荡精神切入分析
唯美主义以及审美现代性写的很不错。浪荡子由英入法，由法返英，由波德莱尔到王尔德，浸淫艺术
臆想现代精致生活崇拜自我，堕入空虚遇到限制满是恶意成为英雄。
8、在图书馆借来看了大半部分，才知道是博士论文...很深入的分析，将王尔德纳入时代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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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美主义的浪荡子》

精彩书评

1、在“现代性”视域下讨论王尔德唯美主义浪荡子的自我型塑无疑颇具启迪意义。作者于各章标题
的拟定确是花了心思的。然而，顺着目录的指引，读者未见其期许。在文献引用词条中，我们和太多
声名贯耳的大家交臂而过：卢梭、康德、黑格尔、尼采、福柯、卡林内斯库。其实把握其中一点、生
发开来，足以获得方法论意义、支撑全文。作者选择了浅尝辄止，作蜻蜓点水的平铺直叙，故毫不抓
人。表达方式方面，作者没有一鼓作气的机锋毕见，却又不愿耐着性子娓娓道来，“逻辑关键词”的
罗列也未助力论证过程，使其面目清晰。同是王的拥趸，我们并不指望作者可以舒展春秋笔法，对研
究对象作全息演绎；我们期待看到的是，独到眼光，平衡审慎克制与汪洋恣肆，而饶有腔调地诉说自
己心中的王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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