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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斯拉夫文论，拥有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布拉格结构论学派、塔尔田符号论学派这样一些深刻
影响现代文论进程的重大学派，拥有扬·穆卡若夫斯基，罗曼·英加登、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弗
拉基米尔·普罗普、米哈伊尔·巴赫金、罗曼·雅各布森，尤里·洛特曼这样一些饮誉世界的文论大
家。
现代斯拉夫文论以其思想的原创性、学说的丰富性、理论的辐射力，在现代世界文论的版图上，构成
了堪与现代欧陆文论、现代英美文论鼎足而立的又一大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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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启超，男，安徽人，1959年4月生，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外语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国
语言文学系，1991年获文学士学位，成为新时期中国第一位俄罗斯语言文学士。
1984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先后在苏联文学室、《外国文学评论》编輯部、比较文
学室、理论室任职。
主要研究领域为俄罗斯文学、俄罗斯文论、现代斯拉夫文论，比较诗学。
主要专著有：《俄国象征派文学研究》、《俄国象征派文学理论建树》。
《“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学研究》、《跨文化视界中的文学文本/作品理论--当代欧陆文论与与斯拉夫
文论的一个轴心》、《现代斯拉夫文论导引》，以及评论集《守望白桦林--20世纪俄罗斯文学散论》
和《对话与建构》：重要译著有：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莱蒙托夫《当代英雄》、陀思妥耶夫
斯基《孪生兄弟》、布尔加科夫《孽卵》等；曾主编《俄罗斯“白银时代”精品文库》（4卷本）、
《里戈里全集》（9卷本）、《新俄罗斯文学丛书》（8种），《世界小说名家名篇名泽·大众丛书》
（30种）。
2010年5月因“普及俄罗斯文学经典作品与更新俄罗斯文学形象之突出贡献”获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文
学研究所与“俄罗斯文学国际翻译中心”联合颁发的荣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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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简介第一章  现代斯拉夫文论的历史价值  第一节  现代斯拉夫文论与20世纪文论思潮流脉  学派的发育
谱系  第二节  现代斯拉夫文论与20世纪文论基本范式  的生成路径  第三节  现代斯拉夫文论与20世纪文
论的生存  形态第二章  俄罗斯文论今日气象  第一节  对域外文论成果的多方吸纳  第二节  对本土文论
资源的深度开采  第三节  今日俄罗斯文论基本建设的新一轮收获第三章  20世纪俄罗斯文论的基本格局 
第一节  “形式论学派”与“语言艺术形态的解析  流脉”  第二节  “社会学学派”与“文化意识形态
的解译  流脉”  第三节  穿越于“语言艺术形态”与“文化意识形态”  之间的“解读流脉”第四章  捷
克结构论学派与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对接  第一节  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学术旨趣  第二节  什克洛夫斯
基的理论追求  第三节  穆卡若夫斯基的对接与超越第五章  雅各布森、穆卡若夫斯基、英加登与“文学
性”  第一节  雅各布森与“文学性”：“形式化”视界  第二节  穆卡若夫斯基与“文学性”：“语义
化”视界  第三节  英加登与“文学性”：“意向化”视界第六章  “文学性”与文学文本理论  第一节  
文学文本理论的反思路径  第二节  文学文本理论的研究空间  第三节  洛特曼的文学文本观第七章  巴赫
金文论研究  第一节  巴赫金的“文本理论”  第二节  巴赫金的“复调理论”  第三节  巴赫金文论在当
代中国的“旅行”附录I：现代斯拉夫文论重要学派述评  1  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在当代苏联文论界的命
运  2  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在当代苏联文论界的影响  3  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理论在西方文论界的“旅行” 
4  布拉格学派述评附录Ⅱ：现代斯拉夫文论名家基本文献书目  1  扬·穆卡若夫斯基文论著作目录  2  
罗曼·英加登文论著作目录  3  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文论著作目录  4  弗拉基米尔·普罗普文论著作
目录  5  米哈伊尔·巴赫金文论著作目录  6  罗曼·雅各布森文论著作目录  7  尤里·洛特曼文论著作目
录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斯拉夫文论导引>>

章节摘录

　　雅各布森是以言说“文学性”这一方式，在挑战传统的非科学的主观印象主义或伪科学的实证主
义文学研究，在呼唤现代的追求自身科学化的文学研究的建构。
在雅各布森看来，“文学”作为“文献”是其他学科尽可利用的。
“文学性”才是“文学科学”这门学科要面对的命题。
独立的学科意识，洋溢在雅各布森这段表述的字里行间。
鲜明的文学本位诉求，跃动在雅氏的“文学性”这一核心命题之中。
后来，雅各布森在其《论捷克的诗。
兼与俄罗斯诗歌比较》（1923）一书中，提出“诗的形式乃是对语言使用有组织的暴力”，将“文学
性”的生成落实到诗语系统与实用语系统的功能差异上。
　　像罗曼.雅各布森一样，格里戈里.维诺库尔也很关注从功能上切人文学语言的特质。
还在1920年，他就提出，“我们应当根据语言所负载的功能来考察各种各样的语言”。
维诺库尔力主将语言学诗学与诗学语言学这两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而倾心于描述文学语言与一般语
言的相互关系。
他认为这些关系“历史地变化着，但却直观地显示出来”。
与罗曼.雅各布森不同，格里戈里.维诺库尔是一个纯粹的理论家。
他以语言与其所指、与其负荷的关系为轴心展开一系列基本概念的辨析，诸如“标准语”、“文学作
品语言”、“作家语言”等等。
他在诗学语言学与语言学诗学这两个界面上均多有创见，其思想成果收入《论文学作品的语言研究》
（1946）与《诗歌语言的概念》（1947）这两部经典论著中。
　　以什克洛夫斯基为精神领袖的“诗语研究会”和以雅各布森为首任主席的“莫斯科语言学小组”
，均诞生于1914年，都是由血气方刚而有志于成为语文学家的年轻的大学生们首创的，其“狂飙突进
”般的学术探索，正值欧洲文化发生“范式转换”的那个“划时代的十年”。
　　彼得格勒的“诗语研究会”与“莫斯科语言学小组”构成了“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中坚。
在这中坚之外，尚有一批与之志同道合的学者相呼应，而形成这一学派组织上的“外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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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长期以来，我们对现代世界文论中这一板块的境况是若明若暗的。
周启超编著的《现代斯拉夫文论导引》针对我国的国外文论研究中的这一缺失，对现代斯拉夫文论的
三大学派与七大名家的主要建树，对他们在现代文论的“科学化”与“学科化”进程中的独特探索，
展开了较为系统的勘察，对这些文论大家在“文学性”这一现代文论核心命题上的入思路径，在“文
学作品／文学文本理论”这样的现代文论轴心论题上的独特见解，进行了较为集中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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