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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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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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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王岳川教授近年在西方文论和批评研究中的最新成果。
    本书对当代西方文论进行梳理，尤其重视展示20世纪后半叶的新理论。
作者认为当代西方文论流派众多、错综复杂，各种理论独标新说，不断创新和发展，相互排斥又彼此
补充。
20世纪的西方文艺理论引人注目的方面主要有四个：一是注重作者心理表现研究；二是注重作品本体
研究；三是注重读者阐释接受研究；四是注重文艺的社会文化批判。
    本书在梳理各流派思想时，提纲挈领地从总体上描述了其历史走向及基本特点，并具体分列各章，
详细分析了最有代表性的文论流派：心理分析及其诗学模式、现象学文论、存在主义文论、解释学与
接受美学文论、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文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后现代主义文论、后殖民主义文
论、女权主义文论、 新历史主义文论、文化研究的文论、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文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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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心理分析及其文论模式精神分析学是20世纪影响深远的文化心理研究，其影响遍及心理学、人
类学、哲学、社会学、美学、诗学和文学艺术各领域。
无论是弗洛伊德还是后弗洛伊德都未能终结这一思潮的持续嬗变。
总体上看，这一思潮对现代西方文论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并勾画出弗洛伊德、荣格、拉康、德勒兹这
样一条清晰的轨迹。
人类之梦就是返身寻找自己的本源。
人类总在寻找自己的根，总在对自身的领悟中唤醒一缕远古的记忆。
人在寻找自己，也在寻求对神话的理解。
尽管今天人类向外开拓已进入计算机、宇宙飞船时代，但人们反观自身时，却发现自己陷身于技术统
治与理性化之中，沉沦于日常生活而招致人性残缺和生命欲望焦虑，丧失生命的诗意光辉和本真形态
。
人类开始不再以对外在的无限追求来自我标榜，而是面对处身的世界去反省现代人的灵魂归宿。
他们开始转向那些曾被理性嘲笑的远古神话、仪式、梦和幻觉，试图在意识与无意识混沌未开之源中
，重新发现救现代人类社会痼疾的希望。
西方现代艺术所表露出的“寻根意识”，与原始文化精神相连的本原分不开。
这样返身自我的寻根意识，伴随着人类寻求生存意义活动的永恒冲动。
哲人总想通过语言符号、文学艺术的诗性解悟去把握人类心灵的奥秘。
而理学家却力求通过无意识的发现而呈现人的内心世界的深层，并通过作家人格的分析，为文学研究
的拓展提供令人服膺的新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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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是作者王岳川教授近年在西方文论和批评研究中的最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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