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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外国文学名著批评教程》编写工作已逾五年。
逾五年而不弃，是因为选题的价值使得我们不忍割舍；而定稿一再推延，则由于选题的难度为我们所
始料不及。
“文艺理论”和“外国文学”历来是我国大学中文系学生必修的专业主干课。
长期以来，那种纠缠于抽象概念演绎推导的理论课使人觉得枯燥无味，没有活气；而热衷于时代背景
、故事情节的文学课又让人感到平淡如水，没有深度。
史论课程教学如何才能既增强学生的审美感悟又提升学生的理论素养，一直是相关教师必须面对的课
题。
记得1984年，季羡林先生在“外国文学学会”的年会上致闭幕词时曾强调说：要想提高外国文学的教
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必须向“理论”开拓，要认真研究马列文论、西方文论和东方文论。
我想，如果“文艺理论学会”讨论提高文艺理论的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的问题，结论也许就是：必须
与“实践”结合，要密切关注创作实践、鉴赏实践和批评实践。
只有这样，“史”的课程才能发人深思，使人有“道”的领悟；“论”的课程才能鲜活灵动，让人有
“美”的感受。
编写《外国文学名著批评教程》，就是试图促进外国文学史的教学关注并汲取外国文学批评史和理论
史的研究成果。
这不仅可以校正由时代、地域或文化心理等因素造成的读解误差，从而更准确地把握经典名著的审美
底蕴，而且能够展现理论观念的演变历程和批评方法的运作规律，以便进一步深化教学的理论内涵，
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编写宗旨明确之后，随之而来的关键就是要遴选名著篇目和聘请相关专家。
首先，遴选名著。
这或许会涉及学界争议中的“经典”问题。
我们原则上按两条标准：一是“长时间”“多数人”的传统评价；二是批评理论史上有较大反响。
其次，聘请专家。
这直接关系到本书宗旨能否实现和学术品位高低。
我们实际上有两条要求：一是具有“史论兼备”的学术素养；二是长期从事相关作品的研究。
值得庆幸的是，确有不少著述颇丰的资深学者应邀加盟；而且，面对这万字左右的文章，他们依然是
那样认真严谨、精益求精，让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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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力求改变“通史”式叙述方式的通病，突破对文学史的封闭的线性描述，从作家作品出发，以研
究综述（或曰学术史）的形式编纂一部“立体评析”式的欧美文学史，尽量全方位地展示文学史的发
展过程，展示各种方法和理论在文学批评中的应用，使之兼具“客观化教材”、”开放性索引”和“
研究性资料”的性质。
使读者在多维视野中立体地领略外国文学名著的丰富内涵，启发创新思维，提高审美鉴别力和判断力
，并为延伸研究提供可能。
本教材由国内资深学者编写。
 适用范围：既可用作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名著赏析和文学批评方法课程的案例教学，同时亦可作为
学生、教师和科研人员案头常备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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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坤，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4、1987、2006年分别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获文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2001—2002，2005—2006年在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和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历史语文系访学。
主要研究领域为俄罗斯文学与宗教．文本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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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历史经常是不明晰的。
英国诗人兼文论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0old)曾用不多的词汇概括过荷马的诗风，其中之一便是
“简约”(simplicity)。
然而，这位文风庄重、快捷和直朴的希腊史诗诗人却有着不明朗的身世，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疑团。
首先是他的名字，Homeros不是个普通的希腊人名。
至少在希腊化时期以前，史料中没有出现过第二个以此为名的人物。
Homeros被认为是homera(中性复数形式)的同根词，可作“人质”(亦即“抵押”)解。
然而，以诗唱换取客地居民招待以解决生计，是古代游吟诗人的常规做法，并非荷马一人为之，荷马
显然不是古希腊最早的唱诗者。
既如此，何故由他一人独得此名?此外，即使有人愿意用“诨名”相称，荷马也不会乐意接受，日后会
予以改变。
Homeios亦可拆解作home(h)oron，意为“看不见(事物)的人”，亦即“盲人”，这一解析同样显得牵
强，许是根据《奥德赛》里的盲诗人德摩道科斯所作的反推，把荷马想当然地同比为古代唱诗者中不
乏其人的瞽者。
细读史诗，我们会发现荷马有着极为敏锐的观察力，对色彩和光亮的分辨尤为细腻。
荷马的名字还被解作短诗的合成者。
有学者试图从Hom-eridai(荷马的儿子们，荷马的弟子们)倒推homeros的成因，所作的努力值得嘉许。
然而，此类研究也可能走得过远。
比如，历史上曾有某位英国学者，此君突发奇想，竟将Homeros倒读为Soremo，而后者是Soiomon(所
罗门)的另一种叫法，由此将荷马史诗归属到了一位希伯来国王的名下。
应该指出的是，从字面推导含义是西方学者惯用的符合语文学(philology)旨趣的常规做法，即便尝试
倒读人名，也算不得十分荒唐，只是由此得出的结论可能与事实不符乃至南辕北辙，这是我们应该予
以注意的。
荷马若隐若现，他的生活年代充满变数，让人难以准确定位。
学者们所能做的，只是依据民间传说，提供并满足于自以为能够自圆其说的设想，然后在此基础上进
行延伸评估。
从特洛伊战争时期(约公元前13-前11世纪)到战争结束以后不久，从伊奥尼亚人的大迁徙到公元前9世
纪中叶或特洛伊战争之后五百年，都被古人设想为荷马生活和从艺的年代。
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认为，荷马的在世时间“距今不超过四百年”(《历史》2．53，比较2
．142)，换言之，大约在公元前850年左右，而他的同行修昔底德(Thucydides)则倾向于前推荷马的创
作时间，将其定位于特洛伊战争之后，“其间不会有太远的年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3)。
荷马到底是哪个“朝代”的人氏?我们所能找到的“外部”文献资料似乎不能确切回答这个问题。
另一个办法是从荷马史诗，亦即从“内部”寻找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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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教材是众多学者历时五年通力合作的结果。
其间因为选题、作者等多方面的因素，编写方案一再调整，最终成就此书。
由于文学经典意义的丰富性和研究视角的多样性，在学术史上早已形成“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
各不同”的多元阐释景观。
但多年来传统教材体例的单一化却无法将如此丰富的图景和多种批评方法呈现出来，这多少限制了读
者的思维方式，因此希望通过诸位资深学者的共同努力提供一部兼具“客观化教材”、“开放性索引
”和“研究性资料”性质的著述，为更新外国文学教学理念，拓展思维空间尽绵薄之力。
出于对选题的深刻认同，各位方家都以积极的热情参与了这项“前人栽树”的工作，但遇到的问题远
远超出了预想。
在浩瀚的批评著述中择选其要，收集查阅原文资料和写作的难度远非传统教材可比。
学者们多年的学术积累和国内外密切的学术往来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必要条件。
此外，还有个人需要面对的种种现实困境。
五年的时间对古希腊以降几千年的文学经典而言或许只算是瞬息片刻，但在每个个体生命中又漫长得
足以融进那么多的生生死死和风风雨雨：患癌症卧床十几年的谢莹莹老师为本书撰写了卡夫卡一章，
张玲老师在丈夫张杨先生患病住院至去世前后，含悲忍痛梳理《呼啸山庄》的学术史；人民文学出版
社的夏敏老师因为第二次癌症手术不得不放弃巴尔扎克一章的书写；余虹老师当年为本书命名时灵光
一闪的精彩瞬间还记忆犹新，如今人已驾鹤西去；同时，也还有新的生命孕育并成长起来⋯⋯一部教
材能够汇聚如此厚重的生命容量，已经远非“心血”和“汗水”的字样可以涵纳。
在此谨向所有的作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一切都将逝去，惟文字与精神永存。
愿在生生不息的大化流行之中，将学术的本源精神传播开去。
如此，所有的奉献与牺牲便都有了意义。
衷心感谢许多举贤荐才、鼎力相助、帮助收集资料、审阅文稿和因故合作未果的专家学者，如北京大
学刘意青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杨慧林教授，社科院外文所周启超研究员、董衡巽研究员、叶廷芳研究
员，北京外国语大学王军教授、厦门大学杨仁敬教授、武汉大学罗国祥教授、江西师范大学杨正和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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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外国文学名著批评教程》是21世纪外国文学系列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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