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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存体验的诗性超越:贝克特戏剧艺术论》以贝克特的个体生存体验、时代生存体验为切入点，结合
对贝克特戏剧的文本细读，分析剧作家的生存体验与其戏剧创作的历史、文化渊源，探讨贝克特戏剧
所特有的人文关怀理念与戏剧美学特质，综合考察贝克特戏剧文学在传统与现代审美视域中所具有的
先锋性与经典性，厘定贝克特在西方戏剧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型的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还原剧作家贝克特及其戏剧创作在世界文学史及文化史的真实地位，进而探索二十一世纪语境下戏剧
文学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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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秀玉，女，1970年出生于吉林省蛟河市，九三学社社员，文学博士，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美国富布赖特访问学者，华盛顿大学（西雅图）访问学者，主要从事英美文学、西方文论研究，发表
《贝克特戏剧的全球化想象》、《传统与现代的交汇：论1950年代的英国戏剧》等论文，主持“战后
英国戏剧与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研究”等三项省级社科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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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贝克特的戏剧作品呈现的正是这样一个凋敝枯萎的世界。
表面上看，贝克特的作品没有明显的时代、地点或者文化指向，没有明显的政治指涉，而是充满失败
、冷漠与沉默，实际上，这些都是贝克特刻意而为。
确实，在贝克特的戏剧作品中，我们似乎很难一下子对应上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身份等信息，贝
克特似乎在描写一个极度抽象化的文化情境，为人类发出一个共同的声音，这声音超越时间与空间，
因而具有了普适性。
于是乎，贝克特的作品似乎超离了具体的文化与时代而孑然存在。
可是，只要稍加梳理和推敲，我们便能穿越迷幻的表层叙述，进入贝克特精心营构的美学世界中。
 贝克特在创作中追求一种冷静的中立态度，实则是一种纯粹美学上的努力，他使沉默发出了刺耳的声
音，划破了20世纪的漫漫长夜，他成功地将生活丑转化为艺术美。
因此，将贝克特的沉默视作政治上的退缩，将其刻意的时代遮蔽视为脱离时代的阐释是不客观的。
自从1977年维维安·梅西埃（Vivian Mercier）在其专著《贝克牛寺／贝克特》中首次提出贝克特的文
字描述下面存在一个民族的、阶级的和宗派的潜文本之后，学界开始转向贝克特的文化背景研究，但
是矫枉过正的是，研究者过于强调贝克特作品的地方性特征而忽略了其普遍性。
需要强调的是，贝克特作品的地域性与超文化性并不矛盾，正是基于其在爱尔兰、英国、德国和法国
的亲身经历，贝克特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构建他的戏剧世界，使之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和深邃的前瞻
性。
 贝克特通过去除明显的时代印记来否定这个世界，同时，这也是他进入这个世界的途径。
这种看似矛盾的做法表明，贝克特对资本主义机械文明的厌恶和抵制，也是对失落的世俗乐园的辛酸
悲悼，这种感情是贝克特生存的时代带给他的文化体认。
贝克特在排拒现实与渴望精神回归的两极之间游移，他的剧作利用否定和诗性的中立态度映射出20世
纪欧洲的文化与政治图景。
虽然贝克特在他的作品中褪掉新教的罩衣，远离爱尔兰，甚至刻意模糊其中产阶级的文化背景，但是
在弗拉基米尔、埃斯特拉冈与克拉普无休止的重复与等待中，在《脚步》中梅永不停歇的脚步声中，
我们分明感受到纷乱破碎的世界、文化的疏离感、精神的流浪、内心的焦虑，这些无一不透露出时代
的气息。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存体验的诗性超越>>

编辑推荐

《生存体验的诗性超越:贝克特戏剧艺术论》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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