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艺学基础文献选读>>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文艺学基础文献选读>>

13位ISBN编号：9787308066341

10位ISBN编号：7308066347

出版时间：2009年3月

出版时间：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者：徐岱,沈语冰

页数：43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艺学基础文献选读>>

前言

不同于很多前贤往哲，也不同于一些朋友和同事，我一向认为什么是合格的阅读总是不该一概而论的
。
对于我们这些大部分时间都呆在书斋里的人而言，对经典的深入阅读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思考不仅是一
种享受，而且简直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责任，是劳作，是生产⋯⋯埋首于自家书房或图书馆，潜
心阅读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存在方式。
但是，对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而言，阅读也许只是他可以选择的若干彼此竞争的消费方式中的一种
。
对于他们而言，读还是不读，取决于读物本身能否给他带来快乐，他的时间和心境是否刚好适宜于读
书以及其他一些十分偶然和情境性的因素。
对于这两种人来说，几乎不会在读书问题上有什么困惑和尴尬，似乎也没有挥之不去的焦虑。
但这个世界上还存在一个不小的人群，现状要求他们要认真读些有价值的文献，但其知识背景和心境
则无法满足这样的要求。
他们不断地学习各种教材和教辅，应付各种考试，而很少甚至从未接触过带有思想的文字。
读书，对于他们而言只是应付学业的需要。
受制于各种主客观因素，他们缺乏深度阅读和思考的可能性，却还是希望有一种阅读能够使他们摆脱
机械式记忆和浮光掠影般浏览的夹击。
他们未必愿意像专家那样读书，但也不想浑浑噩噩地沉溺于只会造成无数飘浮的知识碎片的阅读方式
。
依我看，大多数在高校中就学的人以及一部分走上社会还需要更新知识和提升认识能力的人都属于这
个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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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所选的文献在内容上是必需的。
它们基本上覆盖了学科基础甚至主干的重要方面。
这些文献能够在学科的知识内容、方法内容和思想内容三者之间保持应有的平衡。
无论是初学者还是有一定基础的读者，围绕这些文献的阅读、交流和思考都能够有益于把握学科的基
本观念和核心范式。
    所选的文献难度适中，可以兼容专业和非专业、教学和自学的要求。
对于学科基础处于中等水平的专业学生，自学应该没有什么大的困难；如有教师讲解，则基础略差一
些的学生也可以较好掌握；对于基础较好的非专业读者，应该也能读懂其中的大部分文献并有所收获
。
    所选的文献在分量上面也是适中的。
我们的基本考虑是，按照在校学生每周一篇的阅读速度，半年左右可以比较仔细地通读全部的文献。
这样的时间投入，对于全日制的在校学生而言可以比较轻松地予以保证；对于利用业余时间阅读的其
他读者而言，稍做规划，这点时间也是可以安排出来的。
    国内迄今为止问世的各种阅读文献选编，林林总总虽然不少，但符合上述要求的“合适的阅读材料
”则比较缺乏。
鉴于此，我们决定组织专家来做一做这个工作。
希望这套丛书能够成为这样一个“合适的阅读材料”，发挥导引读者步入学科堂奥的台阶和通向开放
的未来的知识桥梁的功能。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艺学基础文献选读>>

作者简介

徐岱，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常务副院长，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
浙江大学文艺学研究所所长，文艺学与美学学科带头人。
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浙江省美学学会会长。
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与基础诗学、文化研究与比较文论、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
出版《美学新概念》、《艺术新概念》，《基础诗学》、《批评美学》等学术著作11种，发表论文两
百多篇。
获省部级一、二、三等奖多项，成果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报复印资料》
等多次转载。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艺学基础文献选读>>

书籍目录

导言　徐岱　沈语冰　　　　　　　理想国（卷十）——诗人的罪状　柏拉图　　诗学（节选）　亚
里士多德　　　　　　　美的分析论（节选）　康德　　　　　　　艺术美的理念或理想（序论）　
黑格尔　　悲剧的诞生（节选）　尼采　　　　　　　传统与个人才能　艾略特　　　　艺术　卡西
尔　　　　　　　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　霍克海默阿多诺　　　　　为什么写作？
　萨特　　　　　　艺术作品的本源（节选）　海德格尔圣伯夫的方法　普鲁斯特　　　　谈话录（
节选）　卡夫卡　　　　　　诗是经验　里尔克　　　　　　　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　纳博科夫
　关于小说结构艺术的谈话　昆德拉　　写作的零度（节选）　巴特　　　　　　　反对阐释　桑塔
格　　　　　　　反本质主义和文学左派　岁蒂　　　　　　　经典悲歌　布鲁姆　　　　　　　文
学理论的最新进展　伊格尔顿　　　　　　　编选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艺学基础文献选读>>

章节摘录

诗学（节选）亚里士多德第一章关于诗的艺术本身、它的种类、各种类的特殊功能，各种类有多少成
分，这些成分是什么性质，诗要写得好，情节应如何安排，以及这门研究所有的其他问题，我们都要
讨论，现在就依自然的顺序，先从首要的原理开头。
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箫乐和坚琴乐——这一切实际上是摹仿，只是有三点差别
，即摹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的方式不同。
有一些人（或凭艺术，或靠经验），用颜色和姿态来制造形象，摹仿许多事物，而另一些人则用声音
来摹仿；同样，像前面所说的几种艺术，就都用节奏、语言、音调来摹仿，对于后二种，或单用其中
一种，或兼用二种，例如双管箫乐、竖琴乐以及其他具有同样功能的艺术（例如排箫乐），只用音调
和节奏（舞蹈者的摹仿则只用节奏，无需音调，他们借姿态的节奏来摹仿各种“性格”、感受和行动
），而另一种艺术则只用语言来摹仿，或用不入乐的散文，或用不入乐的“韵文”，若用“韵文”，
或兼用数种，或单用一种，这种艺术至今。
（我们甚至没有一个共同的名称来称呼索福戎和塞那耳科斯的拟剧与苏格拉底对话；假使诗人用三双
音步短长格或箫歌或同类的格律来摹仿，这种作品也没有共同的名称——除非人们把“诗人”一词附
在这种格律之后，而称作者为“箫歌诗人”或“史诗诗人”；其所以称他们为“诗人”不是因为他们
会摹仿，而一概是因为他们采用某种格律；即便是医学或自然哲学的论著，如果用“韵文”写成，习
惯也称这种论著的作者为“诗人”，但是荷马与恩拍多史利除所用格律之外，并无共同之处，称前者
为“诗人”是合适的，至于后者，与其称为“诗人”，毋称为“自然哲学家”；同样，假使有人兼用
各种格律来摹仿，像开瑞蒙那样兼用各种格律来写《马人》[混合体史诗]，这种作品也没有共同的名
称。
）[也应称为诗人。
]这些艺术在这方面的差别，就是这样的。
有些艺术，例如酒神颂和日神颂、悲剧和喜剧，兼用上述各种媒介，即节奏、歌曲和“韵文”；差别
在于前二者同时使用那些媒介，后二者则交替着使用。
这就是各种艺术进行摹仿时所使用的种差。
第二章摹仿者所摹仿的对象既然是在行动中的人，而这种人又必然是好人或坏人，——只有这种人才
具有品格，[一切人的品格都只有善与恶的差别]——，因此他们所摹仿的人物不是比一般人好，就是
比一般人坏，[或是跟一般人一样]，恰像画家描绘的人物，波吕格诺托斯笔下的肖像比一般人好，泡
宋笔下的肖像比一般人坏，[狄俄倪西俄斯笔下的肖像则恰如一般人]，显然，上述各种摹仿艺术也会
有这种差别，因为摹仿的对象不同而有差别。
甚至在舞蹈、双管箫乐、竖琴乐里，以及在散文和不入乐的“韵文”里，也都有这种差别。
[例如荷马写的人物比一般人好，克勒俄丰写的人物则恰如一般]，首创戏拟诗的塔索斯人赫革蒙和《
得利阿斯》的作者尼科卡瑞斯写的人物却比一般人坏。
酒神颂和日神颂也有这种差别；诗人可以像提摩忒俄斯和菲罗克塞诺斯摹仿圆目巨人那样摹仿不同的
人物。
悲剧和喜剧也有同样的差别：喜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悲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
的人。
第三章这些艺术的第三点差别，是摹仿这些对象时所采用的方式不同。
假如用同样媒介摹仿同样对象，既可以像荷马那样，时而用叙述手法，时而叫人物出场，[或化身为人
物]，也可以始终不变，用自己的口吻来叙述，还可以使摹仿者用动作来摹仿。
（（正如开头时所说，摹仿须采用这三种种差，即媒介、对象和方式。
因此，索福克勒斯在某一点上是和荷马同类的摹仿者，因为都摹仿好人；而在另一点上却和阿里斯托
芬属于同类，因为都借人物的动作来摹仿。
有人说，这些作品所以称为drama，就因为是借人物的动作来摹仿。
多里斯人凭这点自称首创悲剧和喜剧（希腊本部的墨加拉人自称首创喜剧，说喜剧起源于墨加拉民主
政体建立时代，西西里的墨加拉人也自称首创喜剧，[因为诗人厄庇卡耳摩斯是他们那里的人，他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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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比喀俄尼得斯和马格涅斯早得多]；而伯罗奔尼撒的一些多里斯人则自称首首创悲剧），他们的证据
是两个名词：他们说他们称郊区乡村为Kmai（雅典人称为demoi），而komoidoi之所以得名字，并不
是由于komazein一词，而是由于他们不受尊重，被赶出城市而流浪于komai，又说他们称“动作”
为dran，而雅典人则称为prattein。
））关于摹仿的种差、它们的种类和性质，就讲到这里为止。
第四章一般说来，诗的起源仿佛有两个原因，都是出于人的天性，人从孩提的时候起就有摹仿的本能
（人和禽兽的分别之一，就在于人最善于摹仿，他们最初的知识就是从摹仿得来的），人对于摹仿的
作品总是感到快感。
经验证明了这样一点：事物本身看上去尽管引起痛感，但维纱维肖的图像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快感
，例如尸首或最可鄙的动物形象。
（其原因也是由于求知不仅对哲学家是最快乐的事，对一般人亦然，只是一般人求知的能力比较薄弱
罢了。
我们看见那些图像所以感到快感，就因为我们一面在看，一面在求知，断定每一事物是某一事物，比
方说，“这就是那个事物”。
假如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所摹仿的对象，那么我们的快感就不是由于摹仿的作品，而是由于技巧或着色
或类似的原因。
）摹仿出于我们的天性，而音调感和节奏感（至于“韵文”则显然是节奏的段落）也是出于我们的天
性，起初好些天生最富于这种资质的人，使它一步步发展，后来就由临时口占而作出了诗歌。
诗由于固有的性质不同而分为两种：比较严肃的人摹仿高尚的行动，即高尚的人的行动，比较轻浮的
人则摹仿下劣的人的行动，他们最初写的是讽刺诗，正如前一种最初写的是颂神诗和赞美诗；在这些
诗里，出现了与它们相适合的“韵文”（“讽刺格”一词现今所以被采用，就是因为人们曾用来彼此
“讽刺”）；古代诗人有的写英雄格的诗，有的写讽刺格的诗。
荷马以前，讽刺诗人大概很多，我们却举不出讽刺诗来；但是从荷马起，就有这种诗，例如荷马的《
马耳癸忒斯》和同类的作品。
荷马从他的严肃的诗说来，是个真正的诗人，因为唯有他的摹仿既尽善尽美，又有戏剧性，并且因为
他最先勾勒出喜剧的形式，写出戏剧化的滑稽诗，不是讽刺诗；他的《马耳癸忒斯》跟我们的喜剧的
关系，有如《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跟我们的悲剧的关系。
自从喜剧和悲剧偶尔露头角，那些从事于这种诗或那种诗的写作的人们，由于诗固有的性质不同，有
的由讽刺诗人变成喜剧诗人，有的由史诗诗人变成悲剧诗人，因为这两种体裁比其他两种更高，也更
受重视。
悲剧的形式，就悲剧形式本身和悲剧形式跟观众的关系来考察，是否已趋于完美，乃另一问题。
总之，悲剧是从临时口占发展出来的（悲剧如此，喜剧亦然，前者是从酒神颂的临时口占发展出来的
，后者是从低级表演的临时口占发展出来的，这种表演至今仍在许多城市流行），后来逐渐发展，每
出现一个新的成分，诗人们就加以促进；经过许多演变，悲剧才具有了它自身的性质，此后就不再发
展了。
埃斯库罗斯首先把演员的数目由一个增至两个，并减削了合唱歌，使对话成为主要部分。
[索福克勒斯把演员增至三个，并采用画景。
悲剧并且具有了长度，它从萨堤洛斯剧发展出来，抛弃了简略的情节和滑稽的词句，经过很久才获得
庄严的风格；]悲剧抛弃了四双音步长短格而采取短长格。
他们起初是采用四双音步长短格，是因为那种诗体跟萨堤洛斯剧相似，并且和舞蹈更容易配合；但加
进了对话之后，悲剧的性质就发现了适当的格律；因为在各种格律里，短长格最合乎谈话的腔调，证
据是我们互相谈话时就多半用短长格的调子；我们很少用六音步格，除非抛弃了说话的腔调。
至于场数的增加和传说中提起的作为装饰的其他道具，就算讨论过了；因为一一细述就太费事了。
第五章（如前面所说，喜剧是对于比较坏的人的摹仿，然而，“坏”不是指一切恶而言，而指丑而言
，其中一种是滑稽。
滑稽的事物是某种错误或丑陋，不致引起痛苦或伤害，现成的例子如滑稽面具，它又丑又怪，但不使
人感到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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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的演变以及那些改革者，我们是知道的，但喜剧当初不受重视，没有人注意。
[执政官分配歌队给喜剧诗人，是很晚的事，前此喜剧诗人都是自愿参加的，]等到所谓“喜剧诗人”
见于记载的时候，喜剧已经有了一定的形式了。
谁介绍面具或“开场”，谁增加演员的数目以及谁作这类的事，已经无法知道。
喜剧有布局是从西西里开始的[由厄庇卡耳摩斯与福耳弥斯首创]；雅典诗人中克刺忒斯首先放弃讽刺
形式，而编写具有普遍性的情节，亦即布局。
史诗的悲剧相同的地方，只在于史诗也用“韵文”来摹仿严肃的行动，规模也大；不同的地方，在于
史诗纯粹用“韵文”，而且是用叙述体；就长短而论，悲剧力图以太阳的一周为限，或者不起什么变
化，史诗则不受时间的限制；这也是两者的差别，虽然悲剧原来也和史诗一样不受时间的限制。
至于成分，有些是两者所同具，有些是悲剧所独有。
因此能辩别悲剧的好坏的人，也能辩别史诗的好坏；因为史诗的成分，悲剧都具备，而悲剧的成分，
则不是都在史诗里找得到的。
第六章用六音步格来摹仿的诗和喜剧，以后再谈。
现在讨论悲剧，先根据前面所述，给它的性质下个定义。
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
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
种情感得到陶冶。
《所谓“具有悦耳之音的语言”，是指具有节奏和音调(亦即歌曲)的语言；所谓“分别使用各种”，
指某些部分单用“韵文”，某些部分则用歌曲。
》悲剧中的人物既借动作来摹仿，那么“形象”的装饰必然是悲剧艺术的成分之一，此外，歌曲和言
词也必然是它的成分，此二者是摹仿的媒介。
言词指“韵文”的组合，至于歌曲的意思则是很明显的。
悲剧是行动的摹仿，而行动是由某些人物来表达的，这些人物必然在“性格”和“思想”两方面都具
有某些特点，（这决定他们的行动的性质[“性格”和“思想”是行动的造因]，所有的人物的成败取
决于他们的行动）；情节是行动的摹仿（所谓“情节”，指事件的安排），“性格”是人物的品质的
决定因素，“思想”指证明论点或讲述真理的话，因此整个悲剧艺术的成分必然是六个——因为悲剧
艺术是一种特别艺术——（即情节、“性格”、言词、“思想”、“形象”与歌曲），其中之二是摹
仿的媒介，其中之一是摹仿的方式，其余三者是摹仿的对象，悲剧艺术的成分尽在于此。
剧中人物[一般的说，不只少数]都使用此六者；整个悲剧艺术包含“形象”、“性格”、情节、言词
、歌曲与“思想”。
六个成分里，最重要的是情节，即事件的安排；因为悲剧所摹仿的不是人，而是人的行动、生活、幸
福，[与不幸系于行动]；悲剧的目的不在于摹仿人的品质，而在于摹仿某个行动；剧中人物的品质是
由他们的“性格”决定的，而他们的幸福与不幸，则取决于他们的行动。
他们不是为了表现“性格”而行动，而是在行动的时候附带表现“性格”。
因此悲剧艺术的目的在于组织情节（亦即布局），在一切事物中，目的是最关重要的。
悲剧中没有行动，则不成为悲剧，但没有“性格”，仍然不失为悲剧。
大多数现代诗人的悲剧中都没有“性格”，一般说来，许多诗人的作品中也都没有“性格”，就像宙
克西斯的绘画跟波吕格诺托斯的绘画的关系一样，波吕格诺托斯善于刻划“性格”，宙克西斯的绘画
则没有“性格”。
（再说，如果有人能把一些表现“性格”的话以及巧妙的言词和“思想”连串起来，他的作品还不能
产生悲剧的效果；一出悲剧，尽管不善于使用这些成分，只要有布局，即情节有安排，一定更能产生
悲剧的效果。
就像绘画里的情形一样：用最鲜艳的颜色随便涂抹而成的画，反不如在白色底子上勾出来的素描肖像
那样可爱。
此外，悲剧所以能使人惊心动魄，主要靠“突转”与“发现”，此二者是情节的成分。
）此点还可以这样证明，即初学写诗的人总是在学会安排情节之前，就学会了写言词与刻划“性格”
，早期诗人也几乎全都如此。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艺学基础文献选读>>

因此，情节乃悲剧的基础，有似悲剧的灵魂；“性格”则占第二位。
悲剧是行动的摹仿，主要是为了摹仿行动，才去摹仿在行动中的人。
“思想”占第第三位。
“思想”是使人物说出当时当地所可说，所宜说的话的能力，[在对话中]这种活动属于伦理学或修辞
学范围；旧日的诗人使他们的人物的话表现道德品质，现代的诗人却使他们的人物的话表现修辞才能
。
“性格”指显示人物的抉择的话，[在某些场合，人物的去取不显著时，他们有所去取]；一段话如果
一点不表示说话的人的去取，则其中没有“性格”。
“思想”指证明某事是真是假，或讲述普遍真理的话。
语言的表达占第四位（我所指的仍是前面所说的那个意思，即所谓“表达”，指通过词句以表达意思
，不管我说“通过‘韵文’”或“通过语言”，这名话的意思都是一样的）。
在其余成分中，歌曲[占第五位]最为悦耳。
“形象”固然能吸引人，却最缺乏艺术性，跟诗的艺术关系最浅；因为悲剧艺术的效力即使用不倚靠
比赛或演员，也能产生；况且“形象”的装扮多倚靠服装面具制造者的艺术，而不大倚靠诗人的艺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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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后范昀先生的大力支持。
他参与了篇目的遴选和甄别工作，撰写了部分作者介绍的初稿，在此特别致以谢意。
所选的文本由于为不同时期所译，人名和术语都不统一，为了方便今日读者，我们作了符合现在规范
的修订，但原属各译者个人表述习惯的地方，即使与现行规范不甚相符，我们也尽可能保持了原样，
不作更改。
最后，感谢丛书主编罗卫东教授邀约我们编著此书的美意，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王长刚先生、葛玉丹
小姐的热情周到和辛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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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无论是那些历经周折、迷途知返者，还是那些得到过高人指点、不费吹灰之
力即大踏步登堂入室者，都非常清楚找到门径的重要性。
这个门径就是读经典文献，读最少但确实是最重要最有用的文献。
 帮助“中层读者”以最短的时间、最少的阅读量、最可靠的方式，准确地掌握学科最重要的内容，这
，就是我们选编这套读物的宗旨。
　　——编者我们的意图不是为了将文学理论的遗产作一个简单的清理和了断，我们也不主张对双方
的根本性分歧作更加简单的折中、调和。
因为，与其认可这种廉价的处理方式，我们宁可认同“片面的深刻”。
当然，我们也要对各种偏执倾向保持警惕，特别是当文艺自主论渐渐演变为“文艺本体论”，并且以
一种矫揉造作的学究气和装腔作势的专家态度断言“语言即一切”， “文本之外一无所有”，并且津
津乐道于语音、语调、韵律、节奏、能指、结构的条分缕析，而根本无视作品最基本的思想情感、内
容意涵以及作者的思虑、不平、关切、梦想的时候。
　　——徐岱 沈语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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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艺学基础文献选读》是人文社会科学基础文献选读丛书之一。
我认为，为了服膺意识形态而阅读根本不能算阅读，获得审美力量能让我们知道如何对自己说话和怎
样承受自己。
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荷马或但丁，乔叟或拉伯雷，阅读他们作品的真正作用是增进内在自我的成长
。
深入研读经典不会有害。
心灵的自我对话本质上不是一种社会现实，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
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死亡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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