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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西方文艺理论流派众多，大体上可分为: 形式主义文论、精神分析文
论、现象学文论、解释学文论、存在主义文论、接受反应文论、后结构主义文论、新马
克思主义文论、女权主义文论、后现代主义文论、后殖民主义文论、新历史主义文
论、文化研究理论、生态批评文论等。

相对于 20 世纪以前的文艺理论，20 世纪的西方文论有了较大的差异，其表现
为以下几大趋势。

文学理论已不再局限于狭隘的文学自身的内部研究，而是具有了广阔的文化
视野，并同社会学理论、心理学理论、哲学理论、政治学理论、文化学理论、生态学理
论关系紧密，吸收其学术文化资源，使自身达到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同步发展的前
沿学术境地; 实现了理论和批评的话语转型，无论是现代性问题，还是后现代性问
题，都深入到文艺思维和批评话语中，问题意识使得文艺理论在变动不居的时代去
多维多向地反观这个时代，因而出现了流派众多、思潮迭起的局面; 以国际性的眼
光来看世界文论的发展，不管是西方文论还是东方文论，都不可能再局限于某一地
区和国家，而是成为人类共同面对现代性问题和后现代问题的一种理论话语，就此
而言，文艺理论已然成为当代思潮中具有国际特性的先锋话语，一个解读文化性
格、民族文学精神和现代性发展的重要理论尺度;由大理论到小理论，即从“大写哲
学家”到“小写哲学家”，从“大写的人”到“小写的人”，从“大世界”到“小世界”，从
“大历史”到“小历史”等，这种由“大”到“小”的学术路数，在后结构主义、后现代
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等领域获得清楚的理论呈现; 出现了从理
性思维向语言学和文化研究转向的文化策略，同时使话语的呈现方式和言说方式
上升到文艺理论的重要地位，使得 20 世纪文艺理论具有了非体系性、消解性、形式
性、非主体性、非理性化和语言转向、文化转向等特征;强调文艺基本问题的审理，
这类基本问题往往与国家、民族、种族、性别、写作、文本、阅读、批评和文化策略紧
密相关，这构成了 20 世纪文艺理论的泛化品格和向文化领域渗透的宽泛视域。

就文艺理论而言，20 世纪不仅是文艺批评的时代，也是文艺理论建构的时代。
因此，我们有可能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语境，来审理所面对的当代西方文论，同
时通过对当代西方文论发生发展的研究，来更新我们自己的文艺理论思维和话语
言说的方式。

在后现代和后殖民语境中，我们在研究各种西学“主义”时，有必要弄清其思
想文化“语境”，即我们面对的是方法论问题还是本体论问题? 这些问题是怎么来
的? 属于哪个话语层面的问题? 是新问题还是旧问题甚或旧题新出? 是西方的问
题还是人类的共同问题? 是国家民族的本土问题还是全球性问题? 是现代性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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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还是后现代性文论问题?
仅关注当代文化问题还不行，还要找到当代文艺理论的思想“地基”，寻找到

审理文论问题的哲学本体论立足点，进而把握剖析当代文艺问题的方法论新角度。
实际上，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不仅是当代西方思想学术发展新问题的表征，也是人类
20 世纪所面临的文化转型的话语处境。汉语思想与西语思想的关系，并非是东西
方之间的话语紧张关系，而是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上的面对人类未来发展的
共同境遇。

因此，我们必须关注以下问题:一个世纪以来，尤其是 20 世纪末，西方文论出
现了怎样的问题? 形式主义文论、结构主义文论具有何种结构性转型? 精神分析
文论在文艺批评中具有怎样的深度和误区? 现象学解释学文论具有怎样的意向性
和意义解释维度? 存在主义文论和接受反应文论是如何强调文学主体性的? 新马
克思主义文论和女权主义文论是怎样从政治诗学角度展开自己的文化批判的? 后
现代主义使中国文化在思维论和价值论层面为怎样的“现代性问题”所撕扯? 后
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和文学理论的出现，带来的关于文化霸权、权力话语、第三世界
文化的前景等问题，其学术应答的可能性何在? 新历史主义文论中的“历史”是主
观的还是历史事实? 历史在阐释中是被无意误读还是有意误读? 被解读为政治意
识形态史、权力话语史，还是文化“稗史”? 生态批评文论是否能够创造一个自身
相对独立的体系? 文艺这种感性化形式，怎样在世俗关怀和终极意义关怀之间找
到一条较好的联通之路? 它在既不可能“代宗教”，也不可能成为“欲望的表征”之
时，如何确立自己的本体? “文化研究”时代的审美文化、大众传媒问题和盲点何
在? 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地加以审理。

就西方文艺理论研究而言，如果说，哲学逻辑话语是整个文艺理论研究的灵魂
而体现出文艺研究的共性的话，那么，一般的文艺理论模式则是文艺研究方法的当
代运用，体现出文学研究不同侧重点的思想个性，而具体的文艺理论研究则是介于
当代文艺理论模式与古代文艺理论研究之间，可以借用一些新方法补充文学研究
的方法论。总之，“理论模式”是当代西方文论研究的主体部分，它一方面受哲学
美学逻辑方法的指导和制约，另一方面又不断从其他学科吸收新的思想资源，并在
具体的文学现象研究中不断完善自身。因此，在对不同的文学理论模式进行探讨
时，弄清这一理论的源起及其历史背景，阐述其重要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指出其
理论方法论特征，并通过其理论的具体实践运用，看其当代意义和局限之所在，就
成为了本书写作的方法论原则。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处在不断发展演变之中。理论方法
毕竟只是研究西方现代性或后现代性文化艺术的手段，而不是研究的目的。当代
西方文艺理论研究，只是我探索 20 世纪文学艺术奥秘的中介形式。没有凝定不变
的文艺理论研究模式，也没有终极真理的文论体系，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文艺理论批
评方法是随着实践和思维的不断前进而发展的。因此，研究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有
必要把握以下几个关键性问题。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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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理论层面上总体把握当代西方文论的意向性。在文化开放和寻求对话
的时代，文艺研究要从当代学术思想话语中吸收精神资源，使自我具有广阔的视野
和学术眼光。在整个文化艺术话语转型时期，运用新方法分析作品结构、人物心
态、语码符号、意义增殖等问题，具有“范式转换”的重要意义。话语转型时期的文
论研究，对门类繁多的“新理论”加以具体分析和学术批判，在推动文论研究的不
断更新和向前发展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各种理论的长处，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综
合性研究，可以使文论研究获得一种宏观的视野。

分析现代文艺理论需注意其哲学语境和诗学特征。研究文艺理论和批评方
法，其目的并非盲目套用西方话语模式或将其“移植”到中国文学研究中，而是力
求拓展传统的思维格局，给当代文学以新的启示。如果仅仅满足于一些新名词、新
术语的分析，而背离其文学特性这一价值诉求，就会忽略文学的特性，而只重视它
同一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共同性。只有当研究对象与具体理论模式相统一
时，才会获得其他理论模式所不能取代的意义解释效果，从而在新的视界中揭示出
文学对象所蕴含的特殊规律。

注重各流派文艺理论研究方法之间的互补性和有效性。文艺理论研究的是文
艺的整体，面对这一整体，运用不同方法进行研究时，一方面要从具体理论模式出
发对其加以把握，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文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需要各种方法互相补
充，互相协调，才有可能窥到文艺的价值特征之所在。现代文艺理论研究的一个重
要职能是充当读者与批评对象之间的中介，通过全新角度的探索，见人之所未见，
言人之所未能言。优化的文艺理论研究和文化批评，是将已经清理和消化了的新
理论批评方法变成自己的精神内核，去尽可能准确地传达出对文艺现象的灵思和
解悟，达到对当代文学作品、现象和思潮的多元多层意义的解读。

总体上看，西方思想强调“致知”，真理的客观参照性摆在了第一位; 中国思想
强调“致良知”，探求生命的完整性。良知是对知识论的超越，艺术是人生的终极
体验，在人类审美的路途上，艺术经典以其追忆和解放的信念，引领个体从功利境
界经由艺术境界回归天地境界，而在中西之争的背后，两种生命体验模式的冲突贯
穿于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时间序列。

然而问题依然存在，为什么在现代性高度发达的时代，艺术开始变丑了? 为什
么在人类上天入地遍求真理的同时，会有那么多艺术家、诗人和哲人对理性的滥用
展开了痛苦的追问，用带血的头颅去撞击理性主义的大门? 为什么冷冰冰的知识
中心主义为人类创造了数不清的物质财富，与此同时艺术却迷失了自己的家园?
人类的生命活感性和审美意向性被遮蔽而沦为消费社会的点缀景观? 我不禁要追
问: 艺术还能够承担寻求与拯救的使命吗? 被抛置于茫茫大地的人，还能否求诸沦
为边缘的艺术，来抗拒理性机器对感性自我的奴役和异化?

在 20 世纪思想的张力和价值论的诉求中不难发现，经典的魅力并不会因为多
数人的漠然而飘逝。历史是减法，吹尽黄沙，在日常语言枯竭之后，如骆驼般踟蹰
跋涉于文化荒漠许久的人类整体，必能重新回归诗思和哲性之途，艺术语言将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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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响黄钟大吕。
在全球化时代，在西化的普世化时代，如何在现代性造成人的断片化时代，重

新促使个体良知的复苏，以价值论之理想来对抗理性中心主义之冷漠，昭示后现代
社会独特的文化悖论，从而以回归经典的方式来提出自己的立场，显得重要而紧
迫。这一点尤需关注: 艺术之理想在于超越，失去了理想的艺术必将沦为廉价的消
费品，而人类生命之光也将如风中之烛。先天悲剧化的人生，如果再丧失了以艺术
感性对抗荒凉的尼采式希望，必将无可置疑地陷入永劫。

随着人类从现代社会进入后现代社会，文学艺术也经历了诗歌—小说—散
文—读图时代的历史降解，随着语言走向世俗化，诗性在枯竭，价值在跌落，而良知
也被遮蔽。在此意义上，诗意栖居不再是一种奢华的点缀，而是脚踏大地背靠虚无
的执著守候，即使在理性时代艺术的追问与置疑变得不合时宜，即使时空的碎片化
使得个体沦为丧失面孔代以面具的犬儒，但只要伟大的艺术存在，其独特召唤结构
必将拂去覆盖在诗歌语言之上的尘埃，带我们回归经典的文化审美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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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文论背景:美学潮流与语言转向

20 世纪文艺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是时代艺术精神和审美文化价值取
向的重要标志。当代文艺理论与当代美学理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当代文论与美学流派众多，大致说来可分为两大思潮: 一是标举“体验”性的
人文主义文论与美学思潮，一是注重实证的科学主义文论与美学思潮。人文主义
文论与美学思潮，将人的体验、感性、直觉放在本体论的地位加以考察，通过对人精
神内涵的揭示去探寻艺术的本质和世界的审美本性。这一思潮主要包括狄尔泰的
生命美学、尼采的唯意志主义美学、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精神分析美学、海德格尔的
存在主义美学、英伽登和杜夫海纳的现象学美学、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美学、姚斯的
接受美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等。它们尽管理论出发点各个不同，研究问题的
侧重面不同，所达到的理论深度也不同，但为发掘“世界图景”中人类生存本体，为
使人的诗意和思情从日常生活的遮蔽中解放出来，为打破语言逻辑的功能以返回
思和诗这更原初的本质、返回语言的具体性和诗意性，都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人文
主义文论与美学流派往往强调对审美活动中主体审美体验的研究，注重审美的终
极价值超越功能和艺术的生命自由超越本质。科学主义文论与美学思潮大致包括
阿恩海姆的完形心理学美学、乔治·桑塔耶那的自然主义美学、杜威的实用主义美
学、瑞恰兹的新实证主义美学、维特根斯坦的分析美学和卡西尔的符号学美学等。
这一思潮在方法论上一般偏重于归纳法，更重视科学性、实证性。在具体研究中，
注重语言的逻辑功能，要求概念的确定性、表达的明晰性、意义的可证实性。甚至，
分析美学从其“真实”的意义系统出发，求证对象的明晰性和一致性，检验出形而
上学思考的不真实，从而要取消这种思考。于是，它们运用语义检验标准对一切超
验价值加以清理，将美的本质连同善的本质，以及关乎“人生总态度”的形而上学
逐出其研究领域。这种竭力标举科学理性的做法，既是对传统哲学和美学的打击，
也使得“思想”在重新寻找自己的路途中与艺术相遇。

美学研究上的人文主义向度与科学理性向度，到 80 年代出现了互相融合的趋
势。因而，当代美学将人的存在及其意义作为自己的重心，而将艺术本体论重新推
向文论和美学研究的前台。可以说，艺术本体论在当代美学中的突出地位，正是当
代美学主潮演化的必然结果。因此，以本体论为底蕴的整个 20 世纪的现代文论、
现代文艺美学、现代诗学极为发达兴盛，已超越科学理性主义与人本主义在美学问
题上的分歧对立，达到新的交叉融合。

当代文艺理论与美学发展的相关相契，使文艺理论研究出现了偏重主体的作者和
读者审美体验研究与偏重作品文本研究两个方面。同时，当代文艺理论也与当代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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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的发展关系紧密。当代艺术使理论家们感到艺术与非艺术的界线发生了变化。文
艺理论也逐渐从纯诗学的封闭圈子里走出来，不再局限于对美和艺术的内在特征和形
态的研究，而扩展为对艺术和社会以及人类存在中的意义和功能的探索。理论家越来
越注重将人与艺术的本体关系、艺术品的本源、艺术的超越性价值和艺术品的存在方式
与基本结构等问题的研究，放到文艺理论研究的中心，同时也注意到艺术与语言符号的
本体关系。这使得当代文论更为注重从艺术语言入手，去把握艺术的本质。

对现代艺术语言的重视，形成当代文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海德格尔说:“语言
乃是存在的家园。”①伽达默尔说:“能被领悟的存在就是语言。”②人们认识到，艺术
中的语言是人类本真生命的敞开，这种语言不仅是比逻辑思维更本源，而且是比认
识、反思、我思以至内省、体验都更深一层的东西。人们正是通过艺术语言的多义
性、表达的隐喻性、意义的阐释增生性，而领悟人生存在的诗意性。艺术语言弱化
和消解了语言的逻辑功能，从而将人的生命体验带入流动和开放状态，使人生意义
进入澄明之境。语言是人存在的边界，没有什么不能被艺术的语言穿透和把握。
人们注意到，语言具有既澄明又遮蔽的双重性。一方面语言是人存在的“家园”，
另一方面又因语言的局限性而构成人存在的“牢笼”。然而，艺术语言却能打破语
言的牢笼: 一方面，它将人的深层体验和生命激情化为具体的场景人物固定下来;
另一方面，它又不断求新求异求变，使语言本身处于不断否定自我的过程中。艺术
语言的本性在于力避陈言、标新立异、化腐朽为神奇。正是在此意义上，荷尔德林
才说诗的语言“是最纯真的活动”③。

现代艺术语言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不仅标示出艺术存在与生命流变同形同
构，而且标示出以艺术语言所代表的新感性对日常感性的超越。艺术以其感性生
命所带来的鲜活流动和生生不息，造成人类生命力永不衰竭的冲击力。艺术以其
追求着变换的新语言、新感性，去撞击理性主义的铁门，渴求以新的艺术语言为人
类开辟一片无限广阔的自由天地。我们可以透过现代艺术的躁动不安、透过其对
艺术新形式的拼命追求及对自由生命把握的焦渴，看到人类力图打破文化传统经
年累月所积淀的固有模式和审美心理结构，从而确定某种可为生命所把握的新生
价值，并从中开发出艺术新的生机。这就是现代文艺理论在现代艺术冲击下进行
的新思考。

20 世纪西方文艺理论不仅受当代美学研究、艺术实践的影响，而且也受各种
文化思潮、新兴学科的冲击，因而出现流派众多、错综复杂的情况。各种理论独标
新说，不断创新和发展，相互排斥又彼此补充，很难对其作简单的概括。但如果清
理爬梳，提纲挈领，还是能从总体上宏观地描述其历史走向及基本特点。

①

②

③

Heidegger，M． Poetry，Language，Thought，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71，p． 132．
Gadamer，H． G． Truth and Method，New York: The Continum Publishing Co．，1975，p． 432．
Heidegger，M．“Hlderlin and the Essence of Poetry”，in Existence and Being，London: Vision Press，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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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西方文艺理论引人注目的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注重作者心理表现研
究方面，主要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文艺心理学派、原型批评等。二是注重作品本
体研究方面，主要有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派、结构主义、现象学作品本体论研
究等。三是注重读者阐释接受的研究方面，主要有阅读现象学、文艺解释学、接受
美学、读者反应批评等。四是注重文艺的社会文化批判方面，主要有西方马克思主
义文艺理论、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生态文化美学研究等。

二、标举体验:作家心理奥秘的洞悉

20 世纪初叶，狄尔泰和尼采的生命哲学美学思想因其新颖独特而独树一帜。
狄尔泰上承施莱尔马赫、叔本华，下启海德格尔，在思想史、文论史等领域有不少开
创性建树。他通过对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划界”，为人文科学争得地盘。在他
看来，自然和生命构成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根本区别，而生命是一种处于盲目却
有秩序的、不断流变中不可抑制的永恒冲动，只有从生活体验出发方能对生命意义
作出解释。对于生命，人们只能依赖于个人的体验、表达和理解去把握。狄尔泰标
举体验美学，认为体验与人的生命之谜有非此不可的关系，唯有体验才能将活生生
的生命意义和本质穷尽;体验打通了人与我、我与世界的障碍，使人的当下存在与
人类历史相遇。他认为:“诗的问题就是生命的问题，就是通过体验生活而获得生

弗利德里希·尼采
( 1844—1900)

命价值超越的问题。”①也就是说，体验关乎人的
生活方式，体验即人生诗意化问题。人通过体验
去把握生命的价值; 诗能穿透生活晦暗不明的现
象，把心灵从现实的重负下解放出来，揭示出生命
的超越性意义。直言之，诗就是体验的外化形式，
诗能将一种特殊的体验突出到对其意义反思的
高度。

狄尔泰不仅将艺术体验论作为自己美学思想
的基石，而且还从符号“表达”这一人的精神世界
互通性及“理解”这一“阐释的循环”上，进一步涉
及文艺解释学的本质。人的生命“体验”和诗意
“表达”只有通过“理解”，才能由一个生命进入另
一个生命之中，使人类生命之流融合沟通。理解
使个体生命体验得以延续和扩展，使表达具有普
遍意义，使精神世界成为相关性与互通性的统一
体，使历史在阐释中成为现实、个体之人成为人
类，使生命获得超越而臻达永恒。艺术集中体现了人类理解的本质，是“理解生活
的工具”，因其显示了历史的真理和保存主体生命体验信息而具有本真意义。尽管

① Dilthey，W． Selected Writing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p．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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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尔泰从客观主义立场出发对“阐释的循环”困惑过，但他后来对这个谜作出了回
答:“历史之谜”的谜底是人，这个循环之谜源于人自身，在于人的有限性。狄尔泰
的生命文艺美学对 20 世纪西方文论的影响不容忽视，他对人文科学的贡献，对艺
术体验和想象的研究，对解释学的奠基，使他成为 20 世纪哲学、美学的重要人物。
20 世纪 60 年代，经哈贝马斯重新阐释和倡导，西方思想界出现了“狄尔泰复兴”
运动。

尼采的美学思想对 20 世纪初的文论也产生了重大影响。20 世纪 30 年代以
来，西方思想界兴起重新认识尼采的态势。尼采的悲剧理论是其思想大厦的基石，
《悲剧的诞生》则预示了他以后思想发展的轨迹。在这部著作中他表现出“重估一
切价值”的勇气，批判地考察了前人的悲剧理论，第一次将日神和酒神看作相互对
立、相互依存的矛盾对立面。他认为日神和酒神的斗争构成了整个希腊艺术发展
的基础，也是悲剧诞生的基础。他用日神和酒神的象征来说明艺术的起源、本质和
功用乃至人生的意义。希腊艺术的繁荣并非缘于希腊人的内心和谐，相反，是缘于
他们内心的冲突和痛苦。正因为将人生的悲剧性质看得太清，所以产生出日神和
酒神两种艺术冲动，希求以艺术来拯救人生。日神精神沉溺于外观的幻觉，反对追

《悲剧的诞生》与《道德
谱系学》英译本书影

究本体，企图用美的面纱遮盖人生的悲剧面目，流连于稍纵
即逝的欢乐;酒神精神则打破外观幻觉，揭开生命悲剧的面
纱，直视人生痛苦而与本体相沟通。用唯理性的目光审视
人生，人生必然无意义，只能得出悲观主义结论。因而要从
审美角度看世界人生，赋予一种审美的意义。《悲剧的诞
生》强调，整个世界和人生只有作为审美现象才合理，也只
有在审美目光凝视中，被理性所窒息的生命才重新变得充
满生机和光彩。尼采进而指出，艺术是生命力丰盈充满的
表现，艺术家是生命力极其旺盛的人，受内在活力丰盈的逼
迫，不得不给予。而生命力衰竭的人是毫无美感的人，与艺
术无缘。尼采不仅对美、美感和艺术有深刻的看法，而且对
音乐和诗也有独到的见解。尼采的文艺观和美学观对 20
世纪文艺理论影响深远，可以说，尼采和狄尔泰的生命哲学

美学观构成了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
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理论在上世纪初也曾引起很大反响。表现主义文论代表

人物是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他认为艺术即直觉，直觉即是“表现”。在克罗齐看
来，人人都有直觉，每个人就都是艺术家。真正的艺术家与普通人相比只是直觉的
不同而已。艺术作品是作者心灵直觉“外射”，而借物理媒介的“翻译”的结果。象
征主义在精神上与直觉主义相通。兴起于法国的、具有神秘主义倾向的象征主义
诗学认为，客观世界是主观世界的象征，因此可用有声有色的物象来象征内心世界
这一“最高的真实”。唯有心灵世界才是真实的、美的，这是个超现实的“世界”，不
能被理性把握，只能通过隐晦曲折的“意象”、“形象”加以暗示，只有通过意识和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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