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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艺学建设究竟该向何处去？
这是近年来文艺学界争论得颇为热闹的一个话题。
或许可以这样说：文艺学研究已步入它有史以来的最低谷，甚或到了它的危机关头。
　　危机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整个文学界的，即所谓的“文学（研究）终结论”；二是文艺学研究自
身的——它几乎已经找不到任何新的研究领域，寻不到任何新的研究出路。
　　关于“文学（研究）终结论”，这是一个国际性话题，其始作俑者，似乎可以追索到19世纪的黑
格尔，他设想了一个绝对精神的发展逻辑，认为人类因为追求更高层次的宗教精神，而最终将使艺术
终结。
尼采对此也有过类似的看法。
罗兰·巴特则更是认为解构时代随着主体作用的消弭，作者也随之死亡，于是他断言“作者死了”！
这些话虽然惊世骇俗，但对当时中国的文艺学界并未产生真正的影响，因为其时有太多的西方理论纷
至沓来，令中国的研究者们应接不暇，觉得正是大显身手的时候，即使是“作者死了”，仅就理论自
身的研究来说也是大有可为的，谁还会理睬“终结论”？
但到了21世纪的近几年，情况就不同了，当“米勒预言”来到中国时，立即就掀起了轩然大波。
2001年的新年伊始，米勒就在《文学评论》第一期上发表《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会继续存在吗？
》一文，文中认为：“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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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传统文艺鉴赏理论的现代观照（文学新视野）》采取专题论述的形式，抓住传统文艺鉴赏理论
中的一些重要范畴、重要命题，运用中西比较、古今比较的方法，梳理传统文艺鉴赏理论的历史发展
脉络，阐释其独特内涵，发掘其当代价值，为当代文艺理论的建设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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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甲辰，1964年生，湖南东安人。
现为湖南科技学院汉语言文学系副教授，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师。
长期从事文艺美学研究，已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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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神灿则心荡，心荡则神伤。
”（《云笈七签》卷九七）佛家认为色即是空，要求人摈除杂念、六根清净、专心致志以观悟四谛。
佛教中禅又称“思维修”，其本义就是“静虑”。
在中国佛教史上，“禅”也总是与“定”并列，合称“禅定”。
佛教“参禅”、“人定”的方法很多，例如天台宗的止观法，净土宗的念佛号，藏密的诵秘咒，禅宗
的直指人心、明心见性等，它们无一例外都是促使人虚静的方法。
此外，《淮南子》中有“游心于虚”；陆机的《文赋》中有“收视返听”；宗炳的《画山水序》中有
“澄怀味象”；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中有“疏瀹五藏，澡雪精神”；刘禹锡有“槃高孕虚，万景
岔来”（《洗心亭记》）；白居易有“淡然无他念，虚静是吾师”（《夏日独直，寄萧侍御》）；苏
轼有“静故了群动，空欲纳万境”（《送参寥师》）；邵雍有“仙家气象闲中见，真宰功夫静处知”
（《首尾吟》）；王阳明有“闲观物态皆生意，静悟天机人窅冥”（《睡起有感》）。
可以说，虚静的观念超越了派别之争，超越了时代和阶级的阈限，而代表着中华民族的一种基本文化
精神。
　　二、虚静与自由　　在过去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认为虚静应该归入哲学认识论的范畴，因为个
人只有心境虚静，才能接纳万物传递出的信息并体悟到道；也有学者认为虚静说应该归入审美理论的
范畴，因为它近似于瑞士人布洛的心理距离说，个人进入到虚静状态也就意味着从日常状态中超越出
来，和对象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还有学者认为虚静这一范畴所指的是一种特殊的人生态度，因为它
体现了日常生活的艺术化，个体情感态度的审美化等。
总的来看，过去的研究普遍存在两大问题。
一是六经注我。
研究者往往只是从虚静说中选取了可以证明自己观点的零碎材料，而没有从整体上追寻虚静这一范畴
的本质所在，因而大都以一己之意替代了虚静说本来的理论内涵。
二是以偏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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