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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部文学批评教材名为“新编”，是由于同过去和现在的一些同类教材相比，  带有新的特点。
过去或现在的一些同类教材，主要来自编撰人对文学批评问题的论述，这样的教材当然有必要继续编
，可以满足大学生对文学批评理论的概括愿望；而现在的新编教材，则主要新在以文学批评经典原著
的文本阅读为主，  主要是要满足大学生的原著阅读及以此为基础的思考的需求。
所以，在这本文学批评新编教材里，  大学生需要首先直接阅读文学批评经典文本，进而对它展开理
解和分析。
    在这种情形下，教材编写者的任务就不再是根据总体理解而做连贯而系统的理论描述，  而是集中考
虑如下四个方面问题或四个步骤：第一，设计文学批评问题的总体理论框架，并划分具体章节；第二
，在具体章节中，选摘合适的中外经典原著片段供阅读；  第三，  为上述经典原著片段配以必要的介
绍；第四，对文学批评问题加以概说。
    正是这四方面的问题，规定各章内容都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经典原著阅读；  另一部分是相关问
题概说。
在经典原著选读中，尽可能摘录有代表性的论述。
  而在相关问题概说部分，则主要是在经典原著阅读基础上，对文学批评理论问题展开集中阐述。
     本教材由三编十三章组成。
主要内容有：  上编文学批评概说，含两章即文学批评的性质与功能、文学批评的历史中编文学批评
方法，含九章即文体批评、感兴批评、社会历史批评、心理分析批评、语言批评(一)：俄国形式主义
和英美新批评、语言批评(二)：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读者批评、意识形态批评、文化批评；下编
文学批评活动，含两章即文学批评家、文学批评写作。
其中，文体批评和感兴批评两章都是专为读者了解中国文学批评传统而设立的。
另外，考虑到20世纪西方语言批评特色鲜明而又流派众多，所以分作两章介绍。
    编写本教材的目的，是为了配合大学生对文学批评经典原著的阅读和对文学批评的历史与现状的思
考，特别是对我们中国自己的文学批评传统的认知。
如果大学生能够从教材中领会到我们的上述用心，那我们的目的就基本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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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西方文学批评史简言之分古典期和现代期。
现代期经历了语言论转向和文化论转向两个阶段。
这种划分并不追求绝对的界限，也不是为了建立历史结构，而是为了叙述简洁。
这里概括的西方文学批评史进程只是一条简单的主导线索，实际情况随着时代、地域、民族文化的差
异，要远远复杂。
　　从内在规律来看，当下所意指的“文学”是西方的近代产物，在古典期，诗学、修辞学是文学的
主流，也是文学批评的主要源头。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修辞学体系为西方主流的文学批评奠定了基础。
早期的批评从《诗学》开创的形式分析出发，重视摹仿、道德教化、共通感、趣味等功能。
这种批评不是现代意义上纯文学的批评，不强调纯粹的审美和主客的对立，和谐统一是一个主要基调
。
　　批评直到17世纪才正式进入了文学。
浪漫主义尽管重视古典的文艺范畴，但它的一些基本特征却超越了古典。
比如重视再现和作家主体性。
浪漫主义者意识到了主客分裂，由此回归自然和内心，艺术成为超功利的自由游戏，纯粹的文学和美
学被建立。
当然，这种建立从文学批评外部结构来说，是基于文学批评场域的改变。
浪漫主义者利用了新兴的城市传媒，比如报纸期刊。
韦勒克指出德国的“批评”一词从18世纪开始仅仅指报刊书评。
批评正是凭借纸媒介才扩大了传播面。
作品的生产复制使得文学产品格外丰富，大量的职业批评人和作家相应出现，他们善于互动、流通，
各取所需，获取资本，以便再生产。
读者也从古典时期受教化者转变为消费市民。
文学产业的循环伴随着工业经济初步形成。
　　文学产业的兴起促使西方文学进入了现代期。
直到20世纪初期，“语言论转向”开始，文学自身的建构进入了反思阶段。
由于文学文本取代了作品，批评家更重视语言本身的力量，一方面，从内在角度执著于语言分析，强
调文本的衍生性、互文性，打碎作品的实体性和独特性，如洛特曼、前期罗兰·巴特；另一方面，从
外部主张文本是社会机器，把意识形态理论融人文学；按照阿尔都塞的重新定义，意识形态为“个人
幻想同存在的实在条件之间的关系的‘表象”’。
“这个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便是在那些秩序的国度里植入主体的地方，无论符号秩序，还是实在秩序都
在他们的结构中激烈地超越了个人经验。
”①文学文本成为意识形态幻象的替代物，从而取消了主体经验、审美个体，乃至文学性。
这一派代表人物有巴赫金、克里斯蒂娃、阿尔都塞、詹姆逊等。
这两种角度都反思了资本主义文学产业化的弊病，尽管路向不同，但都把“批评”作为价值诉求的重
要手段。
　　在20世纪60年代文化论转向以来，文化批评渐渐成为主流。
在变革中，文学已经成为了文化生产的支流，更多的文化产业令人眼花缭乱，符号经济的膨胀使得批
评家们只能改变自己。
批评不再是维护文学性，而是要否定它，取消文学的独特性，在更广泛的文化语境中把文学作为文化
产物。
因此，出现“文学死了”的论断并不奇怪。
一种范围更大的文本成为了批评的关注对象。
那些非文学的东西被纳入了文学批评的视野。
文学批评的内容已经不仅仅包括人物形象、思想内容、叙事结构等内部范畴，还要加上诸如传播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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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公共空间等外部因素。
以“媒介”为例，在文化产业中，它不再是被动的物质载体，而是人器官的延伸；不是人们使用媒介
，而是媒介塑造人。
传统的一切文学范畴在文化研究中都被扩展，尤其是“批评”，它不再是鉴赏、教化、审美，也不再
专注结构、符号学、语法功能。
“批评”的社会文化含义越来越丰富，难免越来越难以把握。
米勒承认：“文化研究是一种异质共生，而且可以说是无定形的、包含了各种体制和实践的一个领域
，很难说它有什么共同的方法、目标和学术体制。
”①文化批评发挥着积极力量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令人迷惑的一面。
总体上看，当下的西方文学批评陷人了自我否定的怪圈，通过文化批判自我救赎倒不失为一条可取之
路，同时，厚重的古典批评传统也渐渐表现出复兴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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