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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书稿准备交给出版社时，我正读朱天心的小说集《古都》（1997，台北麦田）。
朱天心似乎是个念旧的人，她早期作品有个特点，爱回忆，有怀旧癖，九十年代以后，还喜欢借些现
成的小说篇名（往往是名著）套做她自己作品的题目，当然讲述的却是另外一个故事。
譬如她的《古都》（1996），借的是川端康成小说《古都》，甚至引用了其中的一些情节，但她所表
现的“古都”意象却至少有三个：一个是川端笔下的“京都”所给予叙述者的印象，一个是小说叙述
者“曾亲历”的“京都”（它与作者朱天心所读过和到过的京都，有部分的经验重叠），还有一个，
是作为对比而出现的“台北”。
前两个不论是“想象”的，还是“现实”的，虽然也在变化，但保留了旧时的风貌，这种相对的“稳
定”形态，却正好储存着比较“完整”的历史记忆，因此朱天心小说的人物到了京都之后，仍能找到
川端小说的人物秀男遇见千重子的化身苗子的“四条大桥”——这样的老京都可以引发多少人的怀旧
之情，可以让多少人尽情抒发自己的乡愁啊！
——而后者的台北，却处于剧烈变化之中，它甚至让一个从小就在它怀里长大的人变成了异乡人！
风物不再，历史记忆也似乎仅仅是一种虚构似的“想象”了，甚至化成子虚乌有。
因此，朱天心在《古都》一开始便写道：难道，你的记忆都不算数⋯⋯那时候的天空蓝多了，蓝得让
人老念着那大海就在不远处好想去，因此夏天的积乱云堡雪砌成般的显得格外白，阳光穿过未有阻拦
的干净空气特强烈，奇怪并不觉其热，起码傻傻的站在无遮荫处，不知何去何从一下午，也从没半点
中暑迹象。
那时候的体液和泪水清新如花露，人们比较愿意随它要落就落。
那时候的人们非常单纯天真，不分党派的往往为了单一的信念或爱人，肯于舍身或赴死。
那时候的树，也因土地尚未商品化，没大肆开路竞建炒地皮，而得以存活得特别高大特别绿，像赤道
雨林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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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学台湾:台湾知识者的文学叙事与理论想象(增订版)》采取个案研究方式，梳理和探讨了台湾
文学史上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从文学母题的角度研究两岸知识者的精神联系；由日据时代的小说探究
“现代性”问题；从战后上海和台北文化论述的相关性，阐释台湾问题之因由、发展及其对于台湾文
化想像的深刻影响；由台湾乡土小说的表现方式，考察边缘地区进入现代消费社会后的困境；从新生
代的文学创作论述“后现代”写作的意义。
　　作者还阐释了台湾知识者关于“语言美学”的理论建构及其中所蕴含的“新遗民”情结和美学拯
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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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知识者的文学叙事(1)导言被“遗忘”的“浪漫”(3)第一章 寻找幸福：从文学母题看两岸知识
者的精神联系(28)第一节 悲情与叛逆：两岸现代文学的基本情绪(31)第二节 幸福的诱惑：“出走”母
题(47)第三节 失败的反叛：“围城”母题(59)第四节 时代的游魂：“放逐”母题(67)第五节 在悲剧和
喜剧之间的“大团圆”(74)第二章 另类“现代性”：日据时代小说透视(79)第一节 从剑到笔：对抗同
化的不同方式(82)第二节 从中文到日文：高压下的文学策略(90)第三节 “脱殖民”的写作尝试(110)第
三章 战后“双城记”(120)第一节 光复初期上海与台北的文化政治(121)第二节 “两个中国的命运
”(127)第三节 台北与上海“文化论述”的相关性(133)第四节 战后台湾文学的文化想象(143)第四章 现
代消费社会的另类叙事(167)第一节 坤树仔的尴尬(170)第二节 青番公的想象(176)第三节 猴子的绝
望(179)第五章 新生代的文学救赎(188)第一节 从怀疑到游戏(189)第二节 表现现代人困境的文学(239)第
三节 作为救赎之道的小说艺术(246)第二编 知识者的理论想象(289)导论 新遗民情结与美学的拯救意
义(291)第一章 理论想象的历程(298)第一节 “语言”的精神空间(298)第二节 “旧范式”：政治文化的
隐喻(303)第三节 “新范式”：理论想象的构建历程(308)第四节 新旧范式之间的理论差异(318)第二章 
凸显存在：语言美学之方法论(328)第一节 多元时代的对话(328)第二节 语言·思想·实在(333)第三节 
语言哲学与人本主义(347)第三章 呈现灵魂：语言美学的本体论(358)第一节 本体的意义(358)第二节 假
象原理的内在逻辑：本体论的科学论证(364)第三节 语言迷恋?——语言美学批判(373)第四章 理论想象
之语境分析(384)第一节 “语言美学”与台湾之政治、哲学(385)第二节 台湾当代文论与台湾之经济变
迁(389)第三节 “社会写实文学”提出的背景及双重意义(392)附录陈映真谈台湾“后现代”问题(408)
主要参考文献(421)一台湾文学与文论资料(421)二背景材料(426)三理论参考书(427)后记(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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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沃尔夫假说，一个人的思想形式，是受他所没有意识到的语言形式的那些不可抗拒的规律支配的。
人们分析自然现象是按人们的本族语规定的方向进行的。
宇宙万物以万花筒般滔滔不绝的印象之流呈现在人们眼前，这些现象必须由人们的头脑来加以组织。
也就是说，主要由人们头脑中的语言体系来组织。
人们按照目前的方式分解自然现象，组成多种有关自然界的概念并赋予各种意义，主要因为大家都是
参与协议的一方，同意用这样的方法来组织自然界。
这个协议按语言模式编码，对我们整个语言社会都合用。
而观察者并不由于同样的物质表现形式而导致对天地万物全都有同样的看法，除非他们的语言背景相
似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加以调节。
那么，我们从语言里获得的到底是实在的真相，还是自己放进去的意义？
既然我们使用的语言是社会性的，是历史传承下来的属于我们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那么，我们言说的是否真正是属于自己的思想？
抑或仅仅是语言本身固有的意义（有些甚至是我们不曾想到的，譬如郢书燕说）？
在语言里，到处充满着悖论和矛盾、陷阱和玄机。
人们的迷误在于，他沉浸于自己的假象世界，并以为这个本质上是假象的世界就是自然世界本身。
人们的机智也在于，他们借助这一假象世界（它作为人与自然世界的一种“中介”）来与自然世界、
社会达成协和适应的关系，这个假象世界越抽象、越具普遍性、越社会化，就越可以让每一个具体的
、特殊的、自由的个人涵泳其中，屈伸自如，从中获取适应（同化与调节）环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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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的一些篇章实际上写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现在的心情与那时候相比，已有许多变化。
我想，如果是现在处理一些问题，可能会更加平和、宽容一些，“政治色彩”或“意识形态”性可能
也没有那么浓厚吧。
这或者事关年龄，但也与时势有关：比如在台湾的党外力量还在野的时候，我是同情他们的，因此，
有许多地方对当时执政的国民党都有批评，现在也不想抹去这些痕迹。
但当“民进党”成为执政党，我却并没有看到台湾的“民主”、“自由”真的那么理想，譬如省籍问
题演化成“族群”问题，不断地被利用和政治化，日益与“统独”问题，“身份政治”、“文化认同
”、“民族认同”等问题纠结在一起，情绪一旦被挑逗起来，许多道理便再也说不清，道不明了。
人们见面，好像第一件事情就是弄清对方是“哪里人”。
“中国人”、“台湾人”、“中国台湾人”、“台湾中国人”，突然间成了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
人的出生地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我充满了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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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学台湾:台湾知识者的文学叙事与理论想象(增订版)》：在希腊神话中，猫头鹰是智慧女神雅典娜
的原型；在黑格尔的词典里，它是哲思的别名；而在鲁迅的生命世界中，它更是人格意志的象征。
鲁迅一生都在寻找中国的猫头鹰。
他虽不擅丹青，却描画过猫头鹰的图案。
我们选取其中的一幅，作为丛书的标志。
我们渴慕智慧.我们祈求新声。
这便是“猫头鹰学术文丛”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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