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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已经好久没有提笔作文了，更很久没有给人作序了，所以不知道今天这篇短序能否写成？
　　顾明栋教授原来素不相识，也并不相知。
前些时候突然接到他的电话，接着又通过几次电话，论学聊天，谈得非常愉快。
我口没遮拦，乱说了一通；他说得不多，但好些看法我赞同。
随后我们互赠了书稿。
他寄来的正是这部书稿的十个章节。
　　我匆匆阅读一遍。
说“匆匆”是因为年老脑衰，已不耐细读，而且我与语言学完全是外行，再读也无法提多少意见，因
此这里便只能谈谈总的感觉。
　　总的感觉是这是一部很有分量、下了工夫的著作。
我对任何下了工夫的学术著作，不管题目大小、体裁、文字如何，也不管是否赞同作者的看法，一般
总怀着尊敬的态度。
所谓“下了工夫”，也就是说的确花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实在认真地研读了材料，认真地思考了问
题，认真地提出了或大或小的属于自己的论点或论证。
当现在这类作品已属少见，而花言巧语、虚悬空论、玩弄概念、佶屈难懂充斥市场之际，顾先生的力
作便更显难能可贵了。
即使不一定获得当今学界的立即喝彩，但我相信，迟早会被接受和公认的。
　　虽未窥全豹，但所读章节中所提出的如孝顺与俄狄浦斯情结、道与Logos、诗无达诂、中西书写符
号等等，都是饶有意思的实在问题。
Logos于道，顾论其同，我论其异，角度显然有别；在汉字问题上，顾、我二人观点又颇相似。
顾在电话中说，他非常赞同拙著《新版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那段我自以为十分重要却至今无人理睬
的讲汉字起源的看法，我听了当然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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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原创的焦虑：语言、文学、文化研究的多元途径》一共分为五个部分，每个部分三篇文章，一
共十五章，涉及不同的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诸如哲学，美学，社会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语言
学，符号学，人类学，以及文学批评领域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几乎可包容众多学科
的文化研究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李泽厚先生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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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顾明栋，字泽木，江苏射阳人。
先后留学英、美，芝加哥大学博士，美国德州大学教授，从事英美文学、西方文论、比较诗学、中国
思想及中西文化比较研究。
著有英文专著两部：《中国阅读书写理论》、《中国小说理论》，编著译著多部，论文六十余篇，大
部分发表于国外主流学刊和国内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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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部分 文化理论篇普世之“一”——中西研究的共同概念性基础后理论时代对理论的抵抗及范
式构成对中西比较研究中一些文化理论问题的思考第二部分 语言理论篇重新审视语言的鸿沟——中西
文字符号理论的比较《周易》明象：现代语言哲学与诠释学的古代洞见文学的语言学基础——一个心
理语言学的探索第三部分 文学理论篇文学艺术中的摹仿论具有普遍性吗？
小说理论：一个非西方的叙事传统文学的开放性——跨越中西文学思想鸿沟的一座桥梁第四部分 精神
分析批评篇孝顺情结——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俄狄浦斯情结郁达夫的《沉沦》——中国一个被流放的俄
狄浦斯张爱玲的《金锁记》——自我异化与性别政治的研究第五部分 后结构主义评论篇理念的悖论与
悖论的诗学——《金瓶梅》的意识形态及其形式欲望织成的锦缎——《金瓶梅》和古代评点中的编织
诗学《红楼梦》是一部开放性小说——兼论“红学”研究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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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要建立一个跨文化研究的模式，只把一个中国概念与一个西方概念相并置、继而发现其共性，这
是没有多少价值的。
在比较研究中，我们需要找出一个建构在不同文化传统的相似概念之上、并有可能产生范式和方法论
的概念性模式。
因此，笔者的探讨并不是关心将道和逻各斯相比是否有效；我更关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
在道和逻各斯相似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概念性和方法论的模式？
学者们都认为，道和逻各斯的惊人相似之处值得进一步探索。
然而，我们在这一课题的探讨方面应该走向何方呢？
依笔者拙见，先前学者的研究很有见地，但是不足之处是过于狭窄地注重于这两个概念的词源演变和
历史语境研究了。
　　本人冒昧地指出，我们可以在现存的有关道和逻各斯的哲学和概念性探索之上建立一个共同的理
论基础，但我们必须转移关注的视角。
与其机械地比较两个概念的相似之处并竭力得出颇受质疑的共同点，不如审视相比较概念的深层结构
，进而建立基于深层结构之上的共同领域。
在我看来，逻各斯与道并不是“偶然的相似”。
其复杂的字面意思，引申含义及其派生意味表明，虽然文化传统不同，但人们亘古以来就苦苦探索着
有关世界、生存、文化、表征等哲学和存在问题。
换言之，这种偶然性中带有必然性。
其必然性在于这样一个事实：道与逻各斯都是人类建构的符号，用以命名不可命名的东西，表征不可
名状的东西。
作为符号，它们表达具体化了的意识，这是人类努力理解宇宙与人类生存的关系，解决“思”与“言
”之间悬而未决的关系问题，竭力解决命名、指意和表征等问题的结果。
我认为，我们应该拓宽研究范围，依据哲学、心理学、语言学和颇具重要意义的符号学，在中西方哲
学传统的大语境下探讨其隐含和显在的意义。
在对这两个术语的符号化了的重新概念化中，我们可以找到道与逻各斯的共性。
　　从形而上的概念到符号学的符号　　我提议将道与逻各斯看做现代符号学意义上的符号。
这一提议并非特别新颖。
在西方传统中，德里达把逻各斯看作西方形而上学的“原始符号”——“超验所指”，海德格尔也同
样重申逻各斯作为“超验所指”的观点。
然而，我却不把逻各斯看作所指或能指，无论是原始的还是超验的，而将其作为一个符号加以检验和
重新定义，而且是带有伴随一个符号而产生的全部派生结果的一个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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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警世之、重新审视语言的鸿沟、文学艺术中的摹仿论具有普遍性吗?孝顺情结、理念的悖论与悖论
的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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