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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接受诗学史》以西方现代接受美学为参照，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和中西文化与文
论对话的双重视阈下，对中国古典文论所蕴含的丰富的有关读者文学接受反应的材料进行清理、挖掘
、研究和阐发，勾勒中国古代接受诗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揭示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独具的理论内
容和理论特征，彰显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的民族特色和世界意义，为建设有民族特色的当代形态的马克
思主义文艺学提供有益的理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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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邓新华，湖北宜昌人，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三峡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主
任，三峡大学湖北省重点学科——文艺学学科带头人。
兼任中国中外文学理论学会理事，湖北省文艺学学会副会长，宜昌市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
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学术月刊》、《光明日报》等重要报刊发表
学术论文8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观照》、《古代文论的多维透视》、《中国古
代文学解释学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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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一、重建中国古代接受诗学史的可能性二、中国古代接受诗学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三、中国古代
接受诗学的基本特点四、中国古代接受诗学史的分期五、中国古代接受诗学史的研究原则和方法六、
中国古代接受诗学史的现代意义第一篇 先秦：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的早熟期引言第一章 先秦时期的诗
歌接受活动与接受诗学的滥觞第一节 关于“献诗”、“采诗”、“引诗”和“赋诗”第二节 关于“
论诗”第二章 “诗言志”与“赋比兴”的诗歌接受理论第一节 “诗言志”的诗歌接受理论第二节 “
赋、比、兴”的诗歌接受理论第三章 先秦时期文学接受的三种方式第一节 “观诗”——偏于鉴赏的
接受第二节 “用诗”——偏于实际的运用第三节 “说诗”——偏于意义的阐释结语第二篇 两汉：中
国古代接受诗学的异化期引言第四章 从汉儒说《诗》看两汉接受诗学的异化第一节 汉儒说《诗》的
政教接受取向第二节 汉儒说《诗》的“美”、“刺”理解模式第三节 汉儒说《诗》的“比”、“兴
”释义方法第五章 从汉儒评《骚》看两汉接受诗学的异化第一节 尊《骚》为经，将屈骚评论纳入经
学的轨道第二节 依经立义，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原则作为屈骚评价的根本准则第三节 以经评《骚》，
对屈骚艺术特色的遮蔽与消解第六章 从汉儒论赋看两汉接受诗学的异化第一节 依傍《诗经》以抬高
赋体文学的地位第二节 片面强调赋体文学的讽谏作用第三节 儒家功利主义的赋体文学接受准则结语
第三篇 魏晋南北朝：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的自觉期引言第七章 葛洪的文学接受理论第一节 “华章藻蔚
，非朦瞍所玩”——关于文学接受的能力第二节 “观听殊好，爱憎难同”——关于文学接受的差异性
第三节 “厨锦丽而且坚，未可谓之减于蓑衣”——关于文学接受的价值取向第八章 刘勰“知音”的
文学接受理论第一节 学术界关于《知音》篇理论性质的三种界定第二节 《知音》篇是中国古代的文
学接受论⋯⋯第四篇 唐、宋：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的深化期第五篇 明、清：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的拓展
期第六篇 余论：中国古代的文学接受方式主要参考文献作者发表与本书相论文目录辑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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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古典美学提出的“玩味”的鉴赏理论和接受方式与西方接受美学对作者、作品和读者的地位
及其作用所以存在上述认识上的差异，究其根源，还是各自赖以生成的文化背景不同。
当代西方文化是以大胆执著却又不无偏激的创新精神为其显著特征的，休斯在那本著名的《欧洲现代
史》中说道：“不论在哪一方面，20世纪风格都共同具有对上一世纪不屑一顾的态度，文化创新者抛
弃了他们祖辈的教训，有意识地选择了新的词汇来表现自己。
”正是在这种立足于冲突和创新，不承认独一无二的权威，不承认固定的文化传统的文化氛围之中，
接受美学才能够提出那一整套与传统的文学理论大相径庭的理论主张，才那样不无偏激地高扬读者在
文学活动中的独立价值，甚至不惜以牺牲作者与文本为代价。
　　与西方现代反传统的文化精神相反，中国古代文化洋溢着一种以和谐为主要特征的“中和”精神
。
中国人把一切事物都“一分为二”，强调观察、认识事物要看到两个方面，这种“中和”思想不仅是
儒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它几乎贯穿一切，涵盖万有。
这种“中和”精神也内在地制约和规定了中国古代美学提出的“玩味”的鉴赏理论和接受方式对作者
、作品和读者的认识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接受美学；它既不认为作者是文学作品的最高主宰，也没有无
视作者其人；既不认为文学作品等同于作品的语言符号，也没有忽视作品自身的审美特性；既不认为
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接受是机械的反映，也没有把读者当作文学作品意义和价值的独创者。
刘若愚先生曾经指出过：“中国批评家通常是折衷派或综合主义者。
”这话对于倡导“玩味”的接受方式的文艺家、美学家来说，也是适用的。
总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和精神浇灌了中国古代美学提出的“玩味”的鉴赏理论和接受方式，使它
对作者、作品和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及其作用的认识显得全面而辩证，从而弥补了西方接受美学
的一些不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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