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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研究西方文论与编写《西方文论史》的思考
古代文论（古希腊文论——新古典主义）
导言
第一章  古希腊的文艺理论
引言
第一节  古希腊早期的文艺思想
    1．毕达哥拉斯的“数的和谐”理论
    2．赫拉克利特的“对立和谐”理论
    3．德谟克利特的摹仿说
    4．苏格拉底的摹仿说与功用说
第二节  柏拉图的文艺对话录
    1．理式论摹仿说
    2．文艺的社会功用说
    3．灵感说
第三节  亚里斯多德的《诗学》
    1．文艺本质论
    2．悲剧理论
结语
第二章  罗马古典主义
引言
第一节  贺拉斯的《诗艺》
    1．古典主义原则
    2．理性主义倾向
    3．艺术创作的“合式”原则
    4．诗的社会作用
第二节  朗加纳斯的《论崇高》
    1．崇高作品的特征
    2．崇高的来源
    3．崇高作品的创作与意象说
    4．崇高、天才与社会环境
第三节  普罗提诺的艺术理论



    1．神是美和艺术的来源
    2．对艺术美的观照凭心灵和理性
    3．对摹仿说的新解释
结语
第三章  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文艺思想
引言
第一节  圣·奥古斯丁的文艺观
    1．上帝是美的本体
    2．文学艺术是神学信仰的敌人
    3．形式美、虚构与语象理论
第二节  阿伯拉对世俗文艺的肯定
    1．文艺不应做神学的奴婢
    2．情感是创作的动力并支配着对自然的描绘
第三节  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文艺观
    1．摹仿自然即摹仿上帝的创造
    2．美与善、艺术与道德的区别
    3．《圣经》的象征意义
结语
第四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思想
引言
第一节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文艺思想
    1．但丁的“四义说”和民族语言理论
    2．薄伽丘的诗论
    3．卡斯特尔维屈罗对《诗学》的阐释与“三一律”
    4．文学体裁、类型的古今之争
第二节  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戏剧理论
    1．塞万提斯的小说理论
    2．维加的戏剧理论
第三节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艺思想
    1．锡德尼的《为诗辩护》
    2．莎士比亚论文艺创作
结语
第五章  新古典主义
引言
第一节  法国新古典主义与布瓦洛的《诗的艺术》
    1．布瓦洛和路易十四时代



    2．《诗的艺术》的主要内容
    3．艾弗蒙与布瓦洛的古今之争
第二节  英国新古典主义
    1．屈雷顿及其《论剧体诗》
    2．蒲柏的《论批评》
    3．约翰生的“类型”理论
第三节  德国新古典主义
    1．高特雪特与莱比锡学派
    2．温克尔曼的古典艺术理论
结语
近代文论（启蒙主义——自然主义）
导言
第六章  启蒙主义文艺思想
引言
第一节  法国启蒙主义文论
    1．伏尔泰文艺思想的二重性
    2．卢梭的“回到自然”理论
    3．狄德罗的戏剧改革理论
第二节  德国启蒙主义文论
    1．莱辛的《拉奥孔》和《汉堡剧评》
    2．赫尔德的民族文学理论
第三节  意大利维柯的《新科学》
    1．人类历史发展与文学艺术的发展
    2．原始思维——想象的特征
结语
第七章  德国古典美学文艺理论
引言
第一节  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文艺理论
    1．对文学艺术理论有重要影响的美学思想
    2．文学艺术理论
第二节  席勒的《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
    1．诗的分类及其根据
    2．感伤的诗的类型
    3．历史的分类和风格的分类
第三节  歌德的艺术经验总结
    1．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



    2．文艺与时代：古典的与浪漫的
    3．文学的发展：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
第四节  黑格尔的艺术哲学
    1．艺术理想的本质特征
    2．理想性格的主要特点
    3．艺术理想与艺术创造
    4．艺术发展的三种类型
    5．各门艺术的系统和诗论
结语
第八章  浪漫主义
引言
第一节  德国浪漫主义
    1．以史勒格尔兄弟为代表的耶拿派浪漫主义
    2．海涅《论浪漫派》中的文艺思想
第二节  英国浪漫主义
    1．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序言》
    2．柯勒律治的浪漫主义诗学
    3．济慈的“消极能力”说
    4．雪莱与庇卡克的对峙
第三节  法国浪漫主义
    1．夏多勃里昂的“基督教诗意”说
    2．史达尔夫人对南方文学、北方文学的划分
    3．雨果的美丑对照原则
结语
第九章  现实主义
引言
第一节  法国现实主义
    1．斯丹达尔对现实主义精神的阐发
    2．巴尔扎克论现实主义原则
    3．福楼拜对客观性原则的强调
第二节  俄国现实主义
    1．别林斯基论艺术与现实
    2．杜勃罗留波夫论“人民性”
    3．列夫·托尔斯泰的《艺术论》
第三节  英美现实主义
    1．萧伯纳论戏剧



    2．亨利·詹姆斯论小说艺术
结语
第十章  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
引言
第一节  泰纳论决定文学的“三要素”
    1．种族、环境、时代与文艺的关系
    2．艺术本质论
    3．艺术理想的确立与艺术效果
第二节  圣伯夫的实证主义批评
    1．文学批评的重点与方法
    2．文学批评的任务与目的
第三节  左拉的自然主义理论
    1．以科学控制文学，使文学回到自然
    2．以科学的态度记录事实
    3．以科学实验的方法进行写作
结语
现代文论（唯美主义——结构主义）
导言
第十一章  唯美主义
引言
第一节  戈蒂叶论艺术美没有目的
    1．艺术的性质：无功利
    2．艺术的目的：唯美是求
    3．“形式”及其内涵
    4．艺术与生命活动：艺术意味着自由、享乐、放浪
第二节  王尔德论形式就是一切
    1．艺术与自然：不是艺术摹仿自然，而是自然摹仿艺术
    2．艺术与人生：艺术不应该摹仿人生
    3．艺术与时代：艺术与时代相对抗
    4．艺术与道德：艺术与道德无关
    5．艺术以追求“形式”为目标
    6．艺术批评：完善的批评纯粹是主观的
第三节  桑克蒂斯论艺术即形式
    1．对黑格尔等德国美学家的批判
    2．形式至上：艺术即形式
    3．艺术批评：“意图与形式的矛盾”



结语
第十二章  直觉主义
引言
第一节  叔本华直觉主义艺术观
    1．艺术价值论：艺术是意志的暂时休歇和否定
    2．艺术本质论：无利害、超功利、复制理念
    3．直觉（又译直观）：主体成为无意识的纯粹感知，对象成为意志客观
化的理念
    4．三种悲剧，同一本质
第二节  尼采悲剧艺术观
    1．艺术与人生：日神冲动与酒神冲动，悲剧世界观与乐观精神
    2．直觉的特点：以艺术的审美态度来反理性、反道德
    3．艺术的发生：艺术家和天才、灵感
    4．艺术种类：音乐和诗
第三节  柏格森的生命冲动直觉艺术论
    1．直觉：艺术家和艺术目的论
    2．艺术特征论：独特、个别、不可重复
    3．喜剧因素研究：笑与滑稽
第四节  克罗齐论艺术即直觉
    1．艺术本质论：艺术即直觉
    2．艺术发生论：直觉与表现、形式、语言
    3．艺术批评与艺术地位：再造，独立
结语
第十三章  象征主义与意象派诗论
引言
第一节  先驱者爱伦·坡与波德莱尔
    1．爱伦·坡对“神圣美”的追求
    2．波德莱尔的感应系统理论
第二节  象征主义运动的领袖马拉梅
    1．“用魔法揭示客观物体的纯粹本质”
    2．“诗歌高尚地帮助了语言”
    3．“两种象征交织在一起”——“音乐和韵文结合为诗”
    4．“诗人是孤独者”，“文学完全是个人的”
第三节  瓦莱里的诗论
    1．纯诗论
    2．“诗的语言无实用目的”



    3．“任何真正的诗人都善于正确的逻辑推理和抽象思维”
    4．作者、作品和读者各自独立
第四节  叶芝的诗论
    1．“诗歌之所以感动我们是因其象征主义”
    2．统辖的意象
第五节  庞德的意象派诗论
    1．意象派诗歌的创作原则
    2．意象——庞德诗论的核心范畴
结语
第十四章  现代心理学文艺理论
引言
第一节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文艺理论
    1．精神分析学理论概要
    2．弗洛伊德的文艺观
第二节  神话原型批评
    1．弗雷泽的《金枝》与剑桥学派：早期的神话原型批评
    2．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及其学派：发展阶段的神话原型批评
    3．弗莱及其《批评的剖析》：神话原型批评的集大成者
结语
第十五章  俄国形式主义
引言
第一节  雅克布森的诗学理论
    1．科学化的努力
    2．诗的“系统功能”
    3．隐喻与转喻
第二节  什克洛夫斯基的文学理论
    1．艺术是独立存在的世界
    2．独特的艺术形式观
    3．文学性与陌生化
    4．文学与作家
第三节  坦尼亚诺夫与艾亨鲍姆的文学理论
    1．坦尼亚诺夫的文学理论
    2．艾亨鲍姆的文学理论
结语
第十六章  现象学与存在主义文艺理论
引言



第一节  茵加登及杜夫海纳的现象学文学理论
    1．文学本体论
    2．文学认识论
    3．文学作品价值论
第二节  海德格尔的文艺思想
    1．海德格尔的哲学主题及其对艺术作用的认识
    2．艺术是真理在作品中的自行置入
    3．艺术与世界和大地
    4．语言、思与诗
第三节  萨特的存在主义文艺学
    1．人为什么要创作文学
    2．阅读是引导下的创作
    3．艺术是对自由的召唤
    4．每本书都是对存有的总汇的一种挽回
    5．文学意味着介入
结语
第十七章  英美“新批评”
引言
第一节  新批评的先驱
    1．瑞查兹的语义分析学
    2．艾略特的非个人化理论
第二节  形成期的新批评理论
    1．燕卜荪的含混理论
    2．泰特论诗歌中的张力
    3．兰色姆的本体批评理论
第三节  极盛期的新批评理论
    1．维姆萨特与比尔兹利的“意图谬见”、“感受谬见”理论
    2．布鲁克斯的“反讽”理论和“细读法”
    3．韦勒克、沃伦的内部研究和层面分析理论
结语
第十八章  结构主义
引言
第一节  索绪尔语言学和捷克结构主义
    1．索绪尔结构语言学思想
    2．布拉格学派的语言、文学结构理论
第二节  结构主义文学理论



    1．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模式研究
    2．结构主义叙事学
结语
后现代文论（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文化研究批评）导言
第十九章  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
引言
第一节  罗兰·巴尔特的文学“代码”研究
    1．结构主义符号学文论
    2．叙事结构分析
    3．文本理论和阅读理论
第二节  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
    1．无意识与语言
    2．主体、镜像和三角结构
    3．对《被窃信件》的文本分析
第三节  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
    1．疯癫与文学艺术
    2．话语与作者
    3．权力与知识
第四节  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与狂欢化诗学
    1．巴赫金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
    2．复调小说理论
    3．狂欢化诗学
结语
第二十章  解构主义
引言
第一节  德里达对结构主义的批判
    1．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
    2．对于文本中心的质疑及对传统哲学／文学二元对立的解构
第二节  耶鲁学派的解构批评
    1．保罗·德·曼的解构修辞学理论
    2．杰弗里·哈特曼的解构主义批评理论
    3．希利斯·米勒对解构方法的研究
结语
第二十一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引言
第一节  法兰克福学派文艺理论



    1．本杰明的艺术思想
    2．阿多尔诺的艺术理论
    3．马尔库塞的艺术理论
    4．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化”文化美学思想
第二节  “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1．阿尔都塞的艺术与意识形态理论
    2．马契雷的文学生产理论
    3．哥德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文艺理论
第三节  英美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1．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生产理论
    2．詹姆逊的文化政治诗学与后现代理论
结语
第二十二章  阐释—接受理论、读者反应批评
引言
第一节  现代阐释学理论
    1．现代阐释学的兴起及其哲学背景
    2．伽达默尔：阐释——现在与过去的对话
第二节  文学接受理论
    1．伊塞尔的文本接受理论
    2．尧斯的文学史理论
第三节  费希等人的读者反应批评
    1．“意义即事件”：读者反应批评对文本意义的认识
    2．读者反应的描述与分析：读者反应批评的目的与方法
    3．语言的规则系统和“有知识的读者”：读者反应批评的限制因素
结语
第二十三章  女权主义批评及性别批评理论
引言
第一节  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
    1．凯特·米利特与《性的政治》
    2．肖瓦尔特的“妇女批评学”
第二节  法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
    1．伊利格瑞的哲学批判
    2．西苏的“女性写作”理论
第三节  性别研究及同性恋批评理论
    1．同性恋研究产生的背景
    2．朱狄斯·巴特勒的同性恋研究与“怪异论”



    3．同性恋文学创作与批评
结语
第二十四章  新历史主义批评
引言
第一节  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理论及批评实践
    1．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
    2．“文化诗学”的批评策略
第二节  海登·怀特论作为文学构造的历史文本
    1．作为文学构造的历史文本
    2．历史与修辞想象
结语
第二十五章  后殖民主义批评
引言
第一节  萨义德的东方学和后殖民主义批评
    1．作为话语的东方学
    2．东方学话语文本批判
第二节  斯皮瓦克的后殖民主义批评
    1．从女性主义到后殖民主义
    2．后殖民主义女性文本批判
结语
第二十六章  “文化研究”批评理论
引言
第一节  “文化研究”的由来与发展
第二节  “文化研究”的主要题域与研究方法
    1．霍尔等人的文化与表征研究
    2．威利斯等人的亚文化研究
    3．费斯克等人的大众文化研究
结语
后记
第二次修订后记
导论——研究西方文论与编写《西方文论史》的思考
古代文论（古希腊文论——新古典主义）
导言
第一章  古希腊的文艺理论
引言
第一节  古希腊早期的文艺思想



    1．毕达哥拉斯的“数的和谐”理论
    2．赫拉克利特的“对立和谐”理论
    3．德谟克利特的摹仿说
    4．苏格拉底的摹仿说与功用说
第二节  柏拉图的文艺对话录
    1．理式论摹仿说
    2．文艺的社会功用说
    3．灵感说
第三节  亚里斯多德的《诗学》
    1．文艺本质论
    2．悲剧理论
结语
第二章  罗马古典主义
引言
第一节  贺拉斯的《诗艺》
    1．古典主义原则
    2．理性主义倾向
    3．艺术创作的“合式”原则
    4．诗的社会作用
第二节  朗加纳斯的《论崇高》
    1．崇高作品的特征
    2．崇高的来源
    3．崇高作品的创作与意象说
    4．崇高、天才与社会环境
第三节  普罗提诺的艺术理论
    1．神是美和艺术的来源
    2．对艺术美的观照凭心灵和理性
    3．对摹仿说的新解释
结语
第三章  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文艺思想
引言
第一节  圣·奥古斯丁的文艺观
    1．上帝是美的本体
    2．文学艺术是神学信仰的敌人
    3．形式美、虚构与语象理论
第二节  阿伯拉对世俗文艺的肯定



    1．文艺不应做神学的奴婢
    2．情感是创作的动力并支配着对自然的描绘
第三节  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文艺观
    1．摹仿自然即摹仿上帝的创造
    2．美与善、艺术与道德的区别
    3．《圣经》的象征意义
结语
第四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思想
引言
第一节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文艺思想
    1．但丁的“四义说”和民族语言理论
    2．薄伽丘的诗论
    3．卡斯特尔维屈罗对《诗学》的阐释与“三一律”
    4．文学体裁、类型的古今之争
第二节  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戏剧理论
    1．塞万提斯的小说理论
    2．维加的戏剧理论
第三节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艺思想
    1．锡德尼的《为诗辩护》
    2．莎士比亚论文艺创作
结语
第五章  新古典主义
引言
第一节  法国新古典主义与布瓦洛的《诗的艺术》
    1．布瓦洛和路易十四时代
    2．《诗的艺术》的主要内容
    3．艾弗蒙与布瓦洛的古今之争
第二节  英国新古典主义
    1．屈雷顿及其《论剧体诗》
    2．蒲柏的《论批评》
    3．约翰生的“类型”理论
第三节  德国新古典主义
    1．高特雪特与莱比锡学派
    2．温克尔曼的古典艺术理论
结语
近代文论（启蒙主义——自然主义）



导言
第六章  启蒙主义文艺思想
引言
第一节  法国启蒙主义文论
    1．伏尔泰文艺思想的二重性
    2．卢梭的“回到自然”理论
    3．狄德罗的戏剧改革理论
第二节  德国启蒙主义文论
    1．莱辛的《拉奥孔》和《汉堡剧评》
    2．赫尔德的民族文学理论
第三节  意大利维柯的《新科学》
    1．人类历史发展与文学艺术的发展
    2．原始思维——想象的特征
结语
第七章  德国古典美学文艺理论
引言
第一节  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文艺理论
    1．对文学艺术理论有重要影响的美学思想
    2．文学艺术理论
第二节  席勒的《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
    1．诗的分类及其根据
    2．感伤的诗的类型
    3．历史的分类和风格的分类
第三节  歌德的艺术经验总结
    1．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
    2．文艺与时代：古典的与浪漫的
    3．文学的发展：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
第四节  黑格尔的艺术哲学
    1．艺术理想的本质特征
    2．理想性格的主要特点
    3．艺术理想与艺术创造
    4．艺术发展的三种类型
    5．各门艺术的系统和诗论
结语
第八章  浪漫主义
引言



第一节  德国浪漫主义
    1．以史勒格尔兄弟为代表的耶拿派浪漫主义
    2．海涅《论浪漫派》中的文艺思想
第二节  英国浪漫主义
    1．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序言》
    2．柯勒律治的浪漫主义诗学
    3．济慈的“消极能力”说
    4．雪莱与庇卡克的对峙
第三节  法国浪漫主义
    1．夏多勃里昂的“基督教诗意”说
    2．史达尔夫人对南方文学、北方文学的划分
    3．雨果的美丑对照原则
结语
第九章  现实主义
引言
第一节  法国现实主义
    1．斯丹达尔对现实主义精神的阐发
    2．巴尔扎克论现实主义原则
    3．福楼拜对客观性原则的强调
第二节  俄国现实主义
    1．别林斯基论艺术与现实
    2．杜勃罗留波夫论“人民性”
    3．列夫·托尔斯泰的《艺术论》
第三节  英美现实主义
    1．萧伯纳论戏剧
    2．亨利·詹姆斯论小说艺术
结语
第十章  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
引言
第一节  泰纳论决定文学的“三要素”
    1．种族、环境、时代与文艺的关系
    2．艺术本质论
    3．艺术理想的确立与艺术效果
第二节  圣伯夫的实证主义批评
    1．文学批评的重点与方法
    2．文学批评的任务与目的



第三节  左拉的自然主义理论
    1．以科学控制文学，使文学回到自然
    2．以科学的态度记录事实
    3．以科学实验的方法进行写作
结语
现代文论（唯美主义——结构主义）
导言
第十一章  唯美主义
引言
第一节  戈蒂叶论艺术美没有目的
    1．艺术的性质：无功利
    2．艺术的目的：唯美是求
    3．“形式”及其内涵
    4．艺术与生命活动：艺术意味着自由、享乐、放浪
第二节  王尔德论形式就是一切
    1．艺术与自然：不是艺术摹仿自然，而是自然摹仿艺术
    2．艺术与人生：艺术不应该摹仿人生
    3．艺术与时代：艺术与时代相对抗
    4．艺术与道德：艺术与道德无关
    5．艺术以追求“形式”为目标
    6．艺术批评：完善的批评纯粹是主观的
第三节  桑克蒂斯论艺术即形式
    1．对黑格尔等德国美学家的批判
    2．形式至上：艺术即形式
    3．艺术批评：“意图与形式的矛盾”
结语
第十二章  直觉主义
引言
第一节  叔本华直觉主义艺术观
    1．艺术价值论：艺术是意志的暂时休歇和否定
    2．艺术本质论：无利害、超功利、复制理念
    3．直觉（又译直观）：主体成为无意识的纯粹感知，对象成为意志客观
化的理念
    4．三种悲剧，同一本质
第二节  尼采悲剧艺术观
    1．艺术与人生：日神冲动与酒神冲动，悲剧世界观与乐观精神



    2．直觉的特点：以艺术的审美态度来反理性、反道德
    3．艺术的发生：艺术家和天才、灵感
    4．艺术种类：音乐和诗
第三节  柏格森的生命冲动直觉艺术论
    1．直觉：艺术家和艺术目的论
    2．艺术特征论：独特、个别、不可重复
    3．喜剧因素研究：笑与滑稽
第四节  克罗齐论艺术即直觉
    1．艺术本质论：艺术即直觉
    2．艺术发生论：直觉与表现、形式、语言
    3．艺术批评与艺术地位：再造，独立
结语
第十三章  象征主义与意象派诗论
引言
第一节  先驱者爱伦·坡与波德莱尔
    1．爱伦·坡对“神圣美”的追求
    2．波德莱尔的感应系统理论
第二节  象征主义运动的领袖马拉梅
    1．“用魔法揭示客观物体的纯粹本质”
    2．“诗歌高尚地帮助了语言”
    3．“两种象征交织在一起”——“音乐和韵文结合为诗”
    4．“诗人是孤独者”，“文学完全是个人的”
第三节  瓦莱里的诗论
    1．纯诗论
    2．“诗的语言无实用目的”
    3．“任何真正的诗人都善于正确的逻辑推理和抽象思维”
    4．作者、作品和读者各自独立
第四节  叶芝的诗论
    1．“诗歌之所以感动我们是因其象征主义”
    2．统辖的意象
第五节  庞德的意象派诗论
    1．意象派诗歌的创作原则
    2．意象——庞德诗论的核心范畴
结语
第十四章  现代心理学文艺理论
引言



第一节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文艺理论
    1．精神分析学理论概要
    2．弗洛伊德的文艺观
第二节  神话原型批评
    1．弗雷泽的《金枝》与剑桥学派：早期的神话原型批评
    2．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及其学派：发展阶段的神话原型批评
    3．弗莱及其《批评的剖析》：神话原型批评的集大成者
结语
第十五章  俄国形式主义
引言
第一节  雅克布森的诗学理论
    1．科学化的努力
    2．诗的“系统功能”
    3．隐喻与转喻
第二节  什克洛夫斯基的文学理论
    1．艺术是独立存在的世界
    2．独特的艺术形式观
    3．文学性与陌生化
    4．文学与作家
第三节  坦尼亚诺夫与艾亨鲍姆的文学理论
    1．坦尼亚诺夫的文学理论
    2．艾亨鲍姆的文学理论
结语
第十六章  现象学与存在主义文艺理论
引言
第一节  茵加登及杜夫海纳的现象学文学理论
    1．文学本体论
    2．文学认识论
    3．文学作品价值论
第二节  海德格尔的文艺思想
    1．海德格尔的哲学主题及其对艺术作用的认识
    2．艺术是真理在作品中的自行置入
    3．艺术与世界和大地
    4．语言、思与诗
第三节  萨特的存在主义文艺学
    1．人为什么要创作文学



    2．阅读是引导下的创作
    3．艺术是对自由的召唤
    4．每本书都是对存有的总汇的一种挽回
    5．文学意味着介入
结语
第十七章  英美“新批评”
引言
第一节  新批评的先驱
    1．瑞查兹的语义分析学
    2．艾略特的非个人化理论
第二节  形成期的新批评理论
    1．燕卜荪的含混理论
    2．泰特论诗歌中的张力
    3．兰色姆的本体批评理论
第三节  极盛期的新批评理论
    1．维姆萨特与比尔兹利的“意图谬见”、“感受谬见”理论
    2．布鲁克斯的“反讽”理论和“细读法”
    3．韦勒克、沃伦的内部研究和层面分析理论
结语
第十八章  结构主义
引言
第一节  索绪尔语言学和捷克结构主义
    1．索绪尔结构语言学思想
    2．布拉格学派的语言、文学结构理论
第二节  结构主义文学理论
    1．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模式研究
    2．结构主义叙事学
结语
后现代文论（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文化研究批评）导言
第十九章  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
引言
第一节  罗兰·巴尔特的文学“代码”研究
    1．结构主义符号学文论
    2．叙事结构分析
    3．文本理论和阅读理论
第二节  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



    1．无意识与语言
    2．主体、镜像和三角结构
    3．对《被窃信件》的文本分析
第三节  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
    1．疯癫与文学艺术
    2．话语与作者
    3．权力与知识
第四节  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与狂欢化诗学
    1．巴赫金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
    2．复调小说理论
    3．狂欢化诗学
结语
第二十章  解构主义
引言
第一节  德里达对结构主义的批判
    1．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
    2．对于文本中心的质疑及对传统哲学／文学二元对立的解构
第二节  耶鲁学派的解构批评
    1．保罗·德·曼的解构修辞学理论
    2．杰弗里·哈特曼的解构主义批评理论
    3．希利斯·米勒对解构方法的研究
结语
第二十一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引言
第一节  法兰克福学派文艺理论
    1．本杰明的艺术思想
    2．阿多尔诺的艺术理论
    3．马尔库塞的艺术理论
    4．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化”文化美学思想
第二节  “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1．阿尔都塞的艺术与意识形态理论
    2．马契雷的文学生产理论
    3．哥德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文艺理论
第三节  英美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1．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生产理论
    2．詹姆逊的文化政治诗学与后现代理论



结语
第二十二章  阐释—接受理论、读者反应批评
引言
第一节  现代阐释学理论
    1．现代阐释学的兴起及其哲学背景
    2．伽达默尔：阐释——现在与过去的对话
第二节  文学接受理论
    1．伊塞尔的文本接受理论
    2．尧斯的文学史理论
第三节  费希等人的读者反应批评
    1．“意义即事件”：读者反应批评对文本意义的认识
    2．读者反应的描述与分析：读者反应批评的目的与方法
    3．语言的规则系统和“有知识的读者”：读者反应批评的限制因素
结语
第二十三章  女权主义批评及性别批评理论
引言
第一节  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
    1．凯特·米利特与《性的政治》
    2．肖瓦尔特的“妇女批评学”
第二节  法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
    1．伊利格瑞的哲学批判
    2．西苏的“女性写作”理论
第三节  性别研究及同性恋批评理论
    1．同性恋研究产生的背景
    2．朱狄斯·巴特勒的同性恋研究与“怪异论”
    3．同性恋文学创作与批评
结语
第二十四章  新历史主义批评
引言
第一节  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理论及批评实践
    1．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
    2．“文化诗学”的批评策略
第二节  海登·怀特论作为文学构造的历史文本
    1．作为文学构造的历史文本
    2．历史与修辞想象
结语



第二十五章  后殖民主义批评
引言
第一节  萨义德的东方学和后殖民主义批评
    1．作为话语的东方学
    2．东方学话语文本批判
第二节  斯皮瓦克的后殖民主义批评
    1．从女性主义到后殖民主义
    2．后殖民主义女性文本批判
结语
第二十六章  “文化研究”批评理论
引言
第一节  “文化研究”的由来与发展
第二节  “文化研究”的主要题域与研究方法
    1．霍尔等人的文化与表征研究
    2．威利斯等人的亚文化研究
    3．费斯克等人的大众文化研究
结语
后记
第二次修订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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