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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院批评家吴俊的最新文学论著。
面对无从命名的文学变局时代，作者以理性的思想激情介入文学发生的现场，发现被遮蔽的秘密，澄
清文学的尴尬，质疑文坛的众生相，在喧哗之中坚执批评的正义。
犀利的文风，只眼独具的敏锐，缜密的理论言说，将学院精神与新锐姿态融为一体。
《文学的变局》再次作为读者展现一道当下文学批评的人文景观。
　　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正处在一种“变局”的状态之中，这对当下的文学批评提出了现实的挑战。
如何对应并回答文学现实的逼问，考验着文学批评的智慧。
《文学的变局》试图通过对作家作品现象、文学（史）思潮变迁和一般的文学社会现象等的分析，表
达作者对“文学变局”时代的基本认识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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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俊，1962年生于上海，先后就读于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199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著作有《鲁迅个性心理研究》、《文学流年》、《东洋文论》等十余种，多次获得国家级、省部
级或其他专业学术机构的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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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林白最近引人关注的作品是《妇女闲聊录》。
一般读者的反应我不得而知，批评家们则(几乎)一致叫好，评价很高。
但我的感觉完全不同。
也许是我对这部作品的好处至今仍比较隔膜，所以反应迟钝。
虽然我以极大的耐心读完了这部作品，但它丝毫没有激发起我的兴奋感，也谈不上任何阅读快感，甚
至还几次想弃之不看了。
这部作品难道没有新鲜感吗?决非如此。
它的语言、文体和故事，对我都是非常新鲜的。
而且，从我所了解的林白其人其作的历史来看，她写这部作品的理由和状态，对我也是新鲜的。
那我为什么非但没有阅读好感并还会产生厌倦心理呢?(我的这种感觉如果稍嫌表达过分的话，那么至
少也可以说我对这部作品是不以为然的。
)下面可以简单地说明一下我的理由，就算是读后感吧。
    首先是这部作品的语言(叙述)方式。
它是用近乎完全的口语、口述的“实录”方式构成的，其中还夹杂了大量的方言。
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这种方式显然是非常极端的。
对此，有人或许会誉之为文学(语言)的“革命”创举。
但从我的文学观念和经验判断(特别是实际阅读的体验)来看，口语、口述的实录必然会带来表达(叙
述)上的支离破碎和重复累赘，而这种后果对文学作品非但毫无文学意义，而且还是深刻的伤害。
方言的频繁乃至过度使用，后果也同样如此。
我认为《闲聊录》在语言(叙述)上的这种极端方式，实际上会造成并不断增加阅读的疲劳感和倦怠感
，说得严重一点，这种方式其实是在拒绝读者的阅读。
    但是显然，作者对此倒是刻意为之的，许多批评家也持赞赏态度。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种语言(叙述)方式究竟有无文学的(革命)价值?抽象地(从理论角度)来回答这
一问题，我想不会有太大意义；专就《闲聊录》来说，我的回答无疑更多是倾向于否定的。
语言(叙述)方式上的极端性，或许对作者的写作动机(心态)具有某种快感，也或许会迎合或暗合了某
种社会观念和文化理论，但就文学语言的成熟度而言，极端性的主要价值无非体现在实验性方面。
如果说《闲聊录》在语言(叙述)上多少真有点文学的(革命)价值，那我也只能在实验性意义上对其有
所(保留性地)肯定。
而它在这方面的过度和极端，则足以令我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这种实验其实是此路不通。
通俗地说，这不是小说，或，小说不能这样写法。
在此，我想引用一下弗吉尼亚·伍尔芙说过的一段话的大意。
她说，自己这一代作家的作品，包括乔伊斯等人，充其量只是文学的手稿；真正的大师，还是托尔斯
泰。
我想说的是，实验或文学革命乃至颠覆，当然也是需要的，并有所文学价值，甚至还会形成一种时势
，但它也就仅此而已了，并不能构成成熟的文学(作品)形态。
实验与成熟之间，距离应该是明显存在的。
我以为伍尔芙有超越同侪的明智和文学判断力，而且，眼界阔大。
许多批评家对《闲聊录》的褒扬，我其实能够理解其中的缘由，但说一句得罪同行的不恭敬的话，我
认为其中有失对文学(作品)的一些基本判断。
是不是一眼看到了这样一部“惊世”之作太激动了所致?    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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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犀利的文风，敏锐的思维，缜密的言说，学院批评家吴俊将学院精神与新锐姿态融为一体，介入文学
发生的现场，发现被遮蔽的秘密，澄清文学的尴尬，质疑文坛的众生相，面对无从命名的文学变局时
代，再次为读者展现一道当下文学批评的人文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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