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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80年来，中国读者对卡夫卡的接受心理经历了一个“S”形的过程。
早在1930年，当中国对西方文化还是相对开放的年代，卡夫卡经赵景深的介绍，首次以“卡夫加”的
译名与中国读者见面。
当然，由于当时的卡夫卡在国外的影响还不大，国内也没有引起大的反响。
这一空谷足音一直持续了30余年！
其间只有个别零星的呼应。
20世纪60年代中期，卡夫卡和一批其他西方现代派作家的作品初次被介绍到我国，却是以“颓废派”
的身份和“反面教材”的名义获得“签证”的。
直到70年代末国家开始实行改革开放这个国策，像我和李文俊这一代当时的中年人，感到有责任给卡
夫卡这样一些所谓“颓废派”作家正名。
但这一工作的推行却不是一帆风顺的，一方面我们自己的思想解放很难一步到位，另一方面大的禁区
虽然没有了，小的禁区却依然存在。
比如当时官方的口径是：对现代派作家艺术上可以借鉴⋯⋯言下之意是思想上必须划清界限，特别是
卡夫卡作品所涉及的存在主义、异化等内容。
因此我当时的策略是：先从审美分析人手，从卡夫卡的作品看现代主义文学的艺术特征。
关于思想内容则主要采用国外学术界的分析和评论，为此编了一部论文集《论卡夫卡》，以吸引更多
的读者和学者来了解和研究卡夫卡。
这一阶段，即卡夫卡以正面形象“亮相”阶段，有几位从事英语文学工作的朋友也参加了，起了积极
作用，除李文俊外，还有钱满素和汤永宽等。
可惜一等局面打开，他们就基本“退隐”，专心于英语文学的本职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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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卡夫卡的问题无处不在，无所不包。
卡夫卡的问题引发了整个世界的兴趣和思考。
卡夫卡生前默默无名，但是在欧洲和全世界经历了一系列灾变之后，卡夫卡一夜成名。
于是，“一天早晨，弗朗兹·卡夫卡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个伟大的作家
”。
卡夫卡与我们的时代同行。
本书是对卡夫卡及其问题的全面分析和深入探讨，尤其集中地思考和研究了某些重点、难点、盲点、
疑点、热点问题。
本书为国内出版的一部问题意识突出、论述深入、视角新颖、资料详实的综合性的研究卡夫卡的学术
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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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  二、寓言和隐喻  三、异化与诗化第二十四章  走出“围城”与走入“城堡”——《围城》与《城堡
》之比较  一、“走出”与“走入”  二、理趣与理事  三、用智与用心第二十五章  当代中国的“知音
”——卡夫卡与中国当代文学  一、“打开了另一个世界”  二、通向灵魂的城堡第二十六章  说不尽的
卡夫卡——卡夫卡研究在中国  一、最初的译介  二、研究主体  三、研究对象  四、研究特征附录一：
《城堡》研究述评附录二：卡夫卡年表附录三：卡夫卡作品德文、英文、中文对照表附录四：参考文
献附录五：国内主要论文目录索引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卡夫卡研究>>

章节摘录

与必然性，从来不可能绝对重合。
因此，卡夫卡感叹道：“从文学角度来看，我的命运很简单。
为描绘我梦一般的内心生活的意识将所有别的东西逼到了次要的位置，而且它们以一种可怕的方法变
得枯萎，而且不断地枯萎。
那个时候，什么别的东西都不能使我感到满意。
”①在卡夫卡这些被卡住了的作品里，一切又都被卡住了：政治、法律、宗教、事业、爱情、人性，
甚至连罪恶也被其本身卡住了。
《诉讼》（又译作《审判》）的情节并不复杂：一个晴朗的早晨，银行高级职员约瑟夫.K在自己寓所
里，莫名其妙地被捕了。
K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来逮捕他的看守也只知道：“你被捕，这是事实。
”接着K就去寻找法庭，接受审判，这是对无罪的审判。
主人公四处打听，委托律师代讼，他企图向不公正的命运挑战，到头来反而愈陷愈深，最后被判决死
刑。
他知道“反抗是毫无用处的”。
他意识到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自己作为其中的一分子，虽然为罪恶势力所害，然而自己也在有意无
意地为害他人，因为他也是这个罪恶社会中的一个环节。
任何人不可能不犯罪，而审判则不需要理由。
《变形记》写入变成甲虫，但作者一笔带过了“人如何变为甲虫”这一过程，着重写入变成甲虫后的
灾难感和孤独感.这是一种被卡住后的感受，正如小说里写道，格里高尔曾被父亲从外面往屋内赶，当
时他狠命向门口挤去，“他身子的一边拱了起来，倾斜地卡在门口，腰部挤伤了，在洁白的门上留下
了可憎的斑点，不一会儿他就给夹住了，不管怎么挣扎，还是丝毫动弹不得，他一边的腿在空中颤抖
地舞动，另一边的腿却在地上给压得十分疼痛。
”②但是，作者又将“为什么卡住”这一折磨人的问题扔给读者去思索、体味。
人变成甲虫：甲虫便带着人的视角去看人类，它所看到的是一群多么冷漠、多么空虚的芸芸众生；从
人的角度看虫性。
甲虫就显得更加孤独、恐惧和不可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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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自1993年我在《湘潭大学学报》上发表第一篇有关卡夫卡研究的论文《卡住了吗——论卡夫卡》至今
，已经整整过去了15年。
这以后卡夫卡渐渐成为我的一个心结，无论如何也释怀不开，挥之不去。
2000年后卡夫卡更是成为了我学术关注和思考的中心，我与卡夫卡似乎走得越来越近，在相当长的一
段时间里，谷歌网上我的名字常常与卡夫卡的名字连在一起。
我对有关卡夫卡的一切都感兴趣，甚至入迷。
我看到有关卡夫卡的一切都兴奋，以后甚至一看到“卡”字就激动，眼睛就放亮。
夜深人静，我常常对着卡夫卡的照片入迷，希望他对我能说些什么，希望能听到点什么。
这期间我发表的有关卡夫卡的大小文章大约有60余篇。
2003年完成了博士论文《卡夫卡与中国文化》，2006年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2年我申请了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卡夫卡研究”，2006年结项；2004年我申请了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项目“跨文化视野中的卡夫卡研究”，2007年初结项，并被评定为优秀。
本书就是在以上这一切的基础上完成的。
本书要感谢的人很多，无法——列举，好在我在《卡夫卡与中国文化》的后记中已有较为详尽的表达
，这里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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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卡夫卡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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