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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声与无声之间》主要收入作者多年来撰写、发表的论文评论，分为文学研究、影视与传媒研
究、评论与札记、述评与调研四个部分。
人的一生是一个从无声到有声、再从有声到无声的过程，作为人的精神生命乃至生命本身的表现形式
，文学与电影也有无声与有声。
所谓“有声”指以文字形式、印刷制品为物质载体，来表达出情感。
本书文笔流畅，是一本比较优秀的评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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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祝晓风，文学博士，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近现代史料学分会副会长。
于南开大学读本科、研究生，后于北京师范大学获博士学位。
曾任光明日报社主任编辑，《中华读书报》编辑部主任；后调入中国外文局，任《中国报道》杂志主
编。
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研究兴趣主要在文艺学、现代文学、中国古典小说、中国电影史、中国学术史，曾在《文艺研究》、
《鲁迅研究月刊》、《南开学报》、《四川大学学报》等期刊发表论文若干。
出版有《读书无新闻》（著，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知识冲突——九十年代文化界十五大案采访
录》（编著，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南开故事》（编，天津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付华廷和
一个村庄的致富传奇》（编著，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等。
撰写随笔、评论、新闻报道数百篇，发表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文汇
报》、《中国青年报》、《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报》、《羊城晚报》、《读书》、《中国图
书评论》、《百年潮》、《华人文化世界》等报刊。
2005年，被评为光明日报社优秀新闻工作者，获第三届全国著作权好新闻二等奖。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有声与无声之间>>

书籍目录

有声与无声之间(代序)文学研究象征元：作为意义生成的客体——象征元导论从苏吉士形象看《蜃楼
志》的创新意义及其局限中西融汇的现代词学观——评叶嘉莹先生的两种词学近著中国古典小说的非
虚构化倾向解读与阐释：把钱锺书《读伊索寓言》作为一个接受的个例·镜子里的立体形象——小说
《美食家》中的朱自冶与高小庭“各执一词”：还从王朔说起——“后现代主义”断想作为文学史研
究标本的“丁、陈案”关于《苏轼赤壁词正格》的几点看法影视与传媒研究新中国十七年电影的“现
代性”与“民族性”“十七年”中国电影“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直接历史“十七年”电影人物的
类型分析“政治主题”的变化，与“冲突”的表现中国电影、电视理论建设前瞻《祝福》：从电影到
小说——试图寻找另一种提问方式《姊妹花》：“写实主义”的巧合电影史研究值得注意的问题评论
与札记传媒数字化时代的文化价值传播——从《于丹心得》热销看《百家讲坛》的社会文化意义从“
普通知识”看阅读的意义作为知识生产的学术论文写作重申批评——对“崔永元怒打《手机》”事件
及陈思和“传媒批评”的进一步讨论杂文创作的一条新路——知识性杂文谈高度·“创新”与极限情
境·论敌及鲁迅的唾沫——关于《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的随想我们怎样越过雷池电影与理
论一起彷徨由胡平的两部报告文学集看当下的报告文学抽象的康德每天准时散步美的感悟与文化关怀
——评《川端康成散文选》遥望小泉八云上帝给我们的杯子——《我们为什么有文化》随想辛德勒与
郁达夫：救赎的随想关于成舍我百年诞辰的纪念日益增长的演义癖余秋雨的两处“硬伤”李广田的遗
产冬日里的告别——追忆邓广铭教授有关柳无忌先生的书缘、旧事——纪念柳无忌先生百年诞辰述评
与调研近二十年中国文学现代性概念的整体建构“中国古典学”面临重新定向吗？
2005，见证文学研究“史料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史风波”从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事件”看
学术团体的生存状况关于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的调研报告大学生的文学阅读状况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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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谈到《现代观》-书的主旨时，叶嘉莹说：“本文的尝试就是想从一个较广也较新的角度，把中
国传统的词学与西方近代的文论略加比照，希望能藉此为中国的词学与王国维的词论，在以历史为背
景的世界文化的大坐标中，为之找到一个适当而正确的位置。
”②也就是说，叶先生是从词学研究的角度，为中国文化寻找其历史存在的价值。
她的著作，一方面保存古代传统固有的精华，一方面又使之得到理论化的补充和扩展。
她站在现代立场审视传统文化，使其具有了时代的生命力。
　　搞人文科学研究如果没有一种价值关怀、文化关怀，学问是没有生气的。
贡布里希（E.H. Gombrich）在《艺术与人文科学的交汇》中曾谈到“应该归还人文科学的价值感”③
。
这种价值感一方面是从事学术的“惊讶感”、“恐惧感”，也就是一种从事学术的神圣意识，另一方
面，应该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历史使命感。
叶嘉莹先生以深厚的旧学修养，以一颗赤子之心，认识到中国古典诗歌的价值“就正在其可以唤起人
们一种善于感发的富于联想的活泼开放的更富于高瞻远瞩之精神的不死的心灵”④，而我们的责任则
是将这种生生不已的感发生命的本质传达出来。
她以此评王静安是一位优秀的说词人，而这又何尝不是她自己的写照呢。
她受静安先生精神的感召，真正领悟到静安先生崇高的追求和伟大的痛苦，体认到中国古典诗歌的内
在生命力。
她要为中国古老文化的再生尽自己的一份心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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