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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欲望的重新叙述：20世纪中国的文学叙事与文艺精神》认为文化是对欲望的叙述，20世纪的中
国文学史是一部欲望的重印叙述史。
《欲望的重新叙述：20世纪中国的文学叙事与文艺精神》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叙事及文艺精神进行了深
入研究，揭示了文学叙事中隐藏的中西各种欲望话语的叙述策略，并展示出这些策略的洞见与盲视，
以及它的反叛与被反叛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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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这是两个有着相关性的问题。
首先我要说的是，我们的命题与功利主义是不同的。
第一，在文化建构面对的基础上，功利主义强调的是“幸福”、“快乐”，而我们强调的则是“欲望
”。
这二者似乎联系紧密，实际上却有着微妙的区别。
罗素曾清楚地对二者进行了区分，他说：“如果我希求什么，我之所以希求它是因为它会给我快乐，
这通常是不对的。
我饿的时候希求食物，只要我的饥饿还继续存在，食物会给我快乐。
然而，饥饿这种欲望是先有的，快乐是这种欲望的后果⋯⋯每人的主要活动都是由先于算计快乐和痛
苦的欲望决定的。
”他说，快乐是由于欲望，“而不是倒过来讲”，“因为人们的欲望彼此冲突，伦理学是必要的”。
①第二，功利主义认为，善就是快乐。
而在我这里，“欲望”与“欲望的叙述”是两个概念。
文化必须面对欲望，但重要的，是对欲望的叙述，是讲述欲望如何才能获得满足的故事，是在故事的
讲述过程中建构一套价值和意义。
    “功利主义”是无法涵盖“文化”的，而“文化”却可以涵盖“功利主义”。
我的命题不否认功利主义是一种对欲望的叙述，而且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叙述。
尽管快乐与欲望是有区别的，但快乐毕竟来自欲望的满足。
功利主义用将善与快乐联系起来的叙述策略，建构了一套道德体系和价值规则，尽管它有着独有的局
限。
    我们重点讨论一下理性问题。
我们以为，理性不仅是人的理性，而且是为了人的理性。
讨论理性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讨论康德。
康德并不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是深知理性的限度的。
但也恰恰是他，在讨论理性的限度的同时，将理性哲学推向了一个顶峰。
康德将理性分为思辨理性与实践理性。
在思辨领域里，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在认识论上做了十分伟大的工作，解决了数学如何可能、自然
科学如何可能、哲学如何可能等诸多问题，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他自己对他的这一工作是十分满意的。
他在书中这样写道：“我可以自信地说，我对于这个问题已经穷尽其一切可能的答案了，并且最终发
现了理性所不得不认为满意的答案。
”①那么，这个穷尽了一切可能答案的《纯粹理性批判》是不是真的纯粹为了“纯粹理性”?不!康德
说：“我们仍离纯粹理性全部努力所实际指向的两大目的很远。
”他把“至善”这个理想作为纯粹理性的“最终目的”。
②    P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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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文超教授的神圣忧思录，他既不是那种盲目拒斥欲望、敢于向风车作战的唐吉
诃德，更不是兴高采烈地混迹于人欲之中，企图趁机捞一把的投机分子，他把思想的焦距集中在如何
面对欲望——仿佛是一个信徒苦苦思考着如何战胜魔鬼的挑战。
我以为这才是他构思这部书稿的直接动机，也是这个项目课题的当下性的意义。
    ——文学评论家  陈思和    在同代学人中，我以为文超是少数几个对西方理论和中国现当代历史的理
解达到融会贯通的学者。
文超不是那种锋芒毕露、语惊四座的人，但他沉稳，理论扎实，思想深刻，从不妄发议论，始终有独
到的见解。
文超熟知新理论而不狂热，这使他的论述总是具有相当大的包容性立足于自己的立场，坚持不懈，这
种平实执著的精神，正是文超的非同凡响之处。
对人对事，对文学，文超的那种韧性，堪称同代人的楷模。
    ——文学评论家  陈晓明    2004年夏，弥留之际的文超，要把这部他最后日子里与学生一起完成的书
稿托付给我，“希望成为《南方批评书系》之一”。
他以生命探寻一种融叙事学分析与诗学体验于一体的有效路径，直接清理欲望叙述与当下文化的难题
。
2004年秋，49岁的文超离去了，这部遗著也成为一种生命的见证，见证他的学术，见证他的才情，见
证中国文学评论家的精神。
    ——文学评论家  张燕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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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文超教授的神圣忧思录，作者把思想的焦距集中在如何面对欲望——仿佛是一个信
徒苦苦思考着如何战胜魔鬼的挑战。
本书回到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场，直接清理20世纪中国文学“对欲望叙述”的差异性经验与多元模式
，以透视20世纪中国人面对欲望的叙事演变与意义生产，然后在对其叙述智慧与逻辑偏失给予总结的
基础上，对当下中国的欲望叙述与文化创造作出一定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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