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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时节, 我们终于编完了 2019 年第 2 期 (总第 19 辑) 的稿子。
这一期由 16 篇论文和 1 篇书评组成, 共计 17 篇。 其中, 16 篇论文分为 5
个专题。 现逐一介绍如下。

“文学地理学和空间研究” 和 “韦斯特法尔专题研究” 作为打头推出

的两个专题, 可谓是本期的一大重点, 前者以问题为引导, 后者则是对

“地理批评” 创始人、 法国著名文学理论家韦斯特法尔的专门研究, 主题

都是文学与地理问题。 文学的地理空间研究是近年来学界的一大热点话题,
2019 年 4 月复旦大学中文系和 《复旦大学学报》 编辑部联合举办 “ ‘文学

与地理’ 学术研讨会”, 全国各地文艺学和文学地理学的学者云集沪上,
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并请韦斯特法尔到会作主题发言。 本辑两个专题的文

章可以说都是来自这次会议的成果。
在 “文学地理学和空间研究” 专题中, 曾大兴 《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

构》 一文以开阔的视野和丰富的史料全面总结了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

国学者对于文学地理学学科建构的贡献以及他自己在其中作出的努力, 深

入分析了作为学科的文学地理学的特点、 意义及面临的挑战。 如果说曾大

兴提供的是宏观的全景式的综述和反思, 那么颜红菲、 邹建军、 陈广宏三

文便分别是在文学与地理这个总题之下的专题展开, 各具特色。 颜红菲以

《当代欧美地理批评的理论语境、 主要论域和研究视角》 为题梳理了地理

批评发生的理论语境、 近 20 年来发展的大致脉络, 以及作为新型批评方法

的典型特征。 邹建军的 《文学地理学批评的核心理论问题》 一文则从他提

出的 “人地” “神地” 和 “文地” 三大关系切入, 深入讨论了文学地理学

批评的核心理论问题。 陈广宏的 《现代中国文学地理相关研究的文明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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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一文以史家的眼光揭示了以巴克尔和泰纳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史学模式对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地理学发展的深刻影响, 指出中国在这段时间没有形

成独立的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原因与这种影响有一定关系。 与文学地理学概念不同,
本专题阎嘉和方英两文都是从 “空间” 的概念来切入文学和文化的问题。 阎嘉的

《空间和空间化问题蠡测》 从 “空间” “空间化” 的不同词性入手, 力图将空间生

产的理论延伸到理解和探究文化与艺术空间生产和再生产的领域, 由此来把握文化

与艺术空间生产活动的独特性、 差异性和多元性。 方英的 《文学空间研究: 地方、
绘图、 空间性》 则以 “文学空间研究” 的概念, 对它的主要版图: 地方、 绘图、 空

间性分别作了深入讨论。 空间批评与地理批评同归于文学, 无疑都拓展了文学地理

学的思维层次。
在 “韦斯特法尔专题研究” 专题中, 我们选登了韦斯特法尔本人的两篇论文,

其中 《水平线与空间转向》 就是在复旦会议上的发言。 在国内学界对这位首倡 “地

理批评” 的法国学者了解还不多、 研究尚待开展的情况下, 我们对这样的译作倍加

欢迎。 两篇论文阐释了地理批评的同一个核心观念: 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 协调,
形成交融模型, 去中心化, 避免单一模型。 除此之外, 张蔷的 《地理批评视阈下的

文学与空间》 向我们介绍了韦斯特法尔的另一部著作 《子午线的牢笼》, 此书围绕

“解域—结域” 对全球化时代的文学与艺术打破地域的边界, 重构人类的精神家园

提供新的视角; 梅新林、 纪兰香的 《论韦斯特法尔的 “地理批评” 》 则可以看作是

他们对韦斯特法尔的地理批评的形成过程及其理论结构和价值意义的系统阐释和全

面评价, 颇有自己的见解。
在 “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研究” 专题中, 李西建 《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实

践经验探析》 对 “中国化” 内涵解读提供不少新意, 认为 “中国化” 首先代表了接

受马克思文艺思想的实践方向, 即 “带着中国的特性” 和 “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

它”, 以创造不断适合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和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与理论,
这无疑强化了中国立场和特点; 李春青的 《论建构中国文学阐释学的必要性与可能

性》 则接着当今学界关于建构当代中国本土阐释学理论的话题, 对建构的路径和方

法作了具有创意的论述和具体的实例分析, 思考颇为深入, 也很值得一读。
 

“身体美学研究” 专题中的两篇论文都是对理查德·舒斯特曼的研究。 《身体美

学与饮食艺术》 一文选译于舒斯特曼 2016 年出版的新著 《身体美学》, 文章从美食

学的三个维度入手, 对饮食艺术的本质、 审美价值和具体构成作了详细论述, 并对

中西不同的饮食姿态作了有趣的比较。 把美学回归日常生活, 意趣盎然。 董志刚的

《劳作或享受
 

———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兼论生活美学的未来》 在充分肯定其身体美

学的同时, 指出由于其脱离具体的生产性的劳动和工作, 从而不能真正阐明审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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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生成机制, 文章强调劳作在审美经验形成中的关键作用。 思考比较深入, 颇有启

迪意义。
“康德美学研究” 专题中, 刘凯 《康德美学中的偶然问题概说》 一文概述了康

德美学中的偶然问题, 这一问题对于重新理解康德美学、 理解审美与偶然的关系等

具有重要意义。 李伟的 《思想领域 “过程化” 研究的必要性———以汉语界康德哲学

及美学研究为观测点》 则倡导一种 “过程化” 的研究方法, 以匡正他认为的百年汉

语界康德研究孤立化、 知识化的倾向, 文章立论较新颖, 可备一说。
最后, 祁志祥的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历史开拓》 是对陆扬主编的大部头新

作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 (上、 下) 作了全面的评论, 给予了充分肯定,
也值得推荐给读者。

《美学与艺术评论》 编辑部

2019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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