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跨文化美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跨文化美学>>

13位ISBN编号：9787544515559

10位ISBN编号：7544515559

出版时间：2011-7

出版时间：长春出版社

作者：李庆本

页数：261

字数：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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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文化美学>>

内容概要

跨文化理解不仅是认识论问题，更是本体论、价值论问题。
跨文化理解不仅仪是主体对客体的理解，更主要的是主体对主体的理解，这就构成了跨文化理解的主
体间性。
如果把不同的他文化仅仅看成是认识的对象、认识的客体。
就意味着主体对客体可以任意地处置．他文化作为客体也就成了被研究、被注视、被处置、被奴役的
了。
这里就会出现不平等。
殖民主义时期殖民者对土著文化采用的便是这种态度。
我们今天如果只强调民族文化的差异性。
甚至有意渲染我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
可以博得外国人的猎奇，却无法赢得对方的尊敬。
因为你自己在无意中把自己放在了一个被注视的地位上了。
一个不尊重别人的人，是很难自尊的．只能是自大。
一个不尊重他文化的民族，也难以得到他民族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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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庆本，男，1965年10月生于山东省莱州市。
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1993年6月获文学博士学位(文艺美学专业)，1999年10月被聘为教授。
2003年8月被聘为博士生导师。
曾任国家汉语水平考试中心HSK[高等]研究室主任，中央电视台《文化视点》栏目策划，驻马耳他使
馆中国文化中心首席项目官员。
现为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学科带头人，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界文学与文
化研究所所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马耳他大学设计与创意发展研究所特聘硕士生导师；教育
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学科基地山东大学文艺美学中心兼职教授．哈佛大学文学与比较文学系高级研究
学者(2010—2011)，哈佛燕京人文学者研究会副会长。
主要从事文艺美学、比较诗学的跨文化研究，并致力于生态美学、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发表80余篇学术论文(含评论、译文)。
主要著作有：(20世纪中国浪漫主义美学》(专著，1999)，《王国维的读书与治学之路》(专著，1999)
，《跨文化视野：转型期的文化与美学批判》(专著，2003)，《西方后现代雕塑经典》(合著，第一作
者，2005)，《文化研究的用途》(译著，2007)，《欧盟各国文化产业政策咨询报告》(合著，第一作者
，2008)，《中西文学比较》(合著，第一作者，2008)，《国外生态美学读本》(主编，2009)。
2002年获霍英东教育基金青年教师奖(研究类)，2009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0
年担任课程负责人的《中国文化概论》入选国家精品课程。
2010年《欧盟各国文化产业政策咨询报告》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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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 序
内篇：跨文化理论建构
　跨文化研究的三维模式
　跨文化研究与美学话语转型
　问性研究与文艺美学的理论创新
　20世纪中国浪漫主义的历史嬗变
　《红楼梦评论》的现代学术范式
　“国民性”话语的产生与消解
　国学研究的跨文化理念与方法
外篇：跨文化实践
　审美教育的现代性与跨文化性
　中西艺术教育体制的平行比较
　欧洲文化一体化的新进展
　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学术历程
　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理由和途径
　文化政策模式与文化交流
杂篇：生态与性别
　阴阳两仪与东方生态美学智慧
　国外生态美学及其与环境美学的区别
　自然欣赏的三种模式：艺术、环境与生态
　从生态美学看实践美学
　后女性主义及其“述行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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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3.跨文化研究 面向新世纪，文学理论的发展应该从80年代的“审美研究”、90年代的“文化
研究”发展为未来的“跨文化研究”。
跨文化研究，应该是对文化研究的超越，同时又不是向审美研究的简单回归，而是对审美与文化的否
定之否定，是对二者的辩证综合，追求的是审美与文化、内部与外部、自律与他律的辩证统一。
具体而言，对文学内在属性的界定不应该脱离外在的社会文化背景，比方说尽管文学作品有时可以偏
离作者意图而具独立价值，但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仍然需要读者的阅读来实现，这样读者的社会文化
背景和作者的思想文化倾向不可能不对阅读产生影响。
这是其一。
其二，就作者写作而言，他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外在的历史文化背景。
这倒并不是说作者要迎合当时的政治形势，或者害怕受到专制政治的迫害，而是说，作者在写作的过
程中其实有一个“隐含的读者”对他的写作产生影响，他必须面对读者，将自己的语言表述转换成使
读者能够理解的语言。
不是作者单方面决定他写出了什么，而且读者也决定着作者写出什么，这样，对作品的理解和解读就
不能仅仅局限于作品本身，还应该考察外在的文化背景，除了考察作者说了些什么之外，还应该知道
作者没有说什么以及是什么缘故导致他没说。
 基于上述的理由，从另一方面讲，对文学外在背景的考察也不能脱离文学内在的审美属性，要避免旧
式考据的历史方法带给文学研究的误导。
无论是从读者角度，还是从作者的角度，其外在文化背景的影响最终都要落实在作品上。
对作品的理解和阐释尽管可以受到理解者、阐释者文化知识背景的影响而多种多样，所谓一千个读者
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不管怎样，都是对此作品的理解和阐释，都不能脱离作品本身任意地阐释。
在这里，作品为阐释提供了一个大体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是可以有多种理解的，但超出这个范围
，就可以说是“过度阐释”了。
 跨文化研究的目的是实现对文学共同规律的把握，而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则需要对不同文化系统中的
文学进行认真研究。
一是要承认和尊重各民族文化传统背景下文学的各自的审美特性，二是在此基础上，寻找文学对话的
共同语境和各民族文学个性之中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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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跨文化美学:超越中西二元论模式》由长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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