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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学论丛：传记视野与文学解读》论述范围宽广，层面丰富--从传记诗学到文本解读，从基督
教到精神分析，从西方到中国，从卡夫卡到荷马，从传记、自传、日记、书信到文学，但总体上可以
看做这样一种学习和尝试：既试图展示“传记／人生”这种“只是单纯地令人惊奇的东西”是如何转
变成为“文学”这种“因为其新而令人感到惊奇的东西”的运动，同时也试图展示与上述运动方向相
反的运动。
这种双重展示的方式不妨名之曰：“传记一文学解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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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山奎，1976年生，山东莘县人。
2005年毕业于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获博士学位。
现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迄今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国外文学》、《外国文学》、《当代外国文学》、
《文艺争鸣》、《古典研究》（香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
专著《精神分析与西方现代传记》，参与编著《外国传记鉴赏辞典》、《众生自画像--中国现代自传
与国民性研究（1840-200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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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第一章 传记诗学与西方传统一 基督教文化视野中的西方传记二 精神分析理论与西方传记三 现代
传记的忏悔叙事四 传记伦理及其现代转向五 古典诗学与诗化人生第二章 自我意识与近代中国自传一 
单士厘、林纾等人的自传写作二 《我史》：康有为的"个人神话三 梁启超："道德自我"的构建四 义和
团时期的三部日记第三章 卡夫卡与他的书一 理解卡夫卡的方式二 卡夫卡的存在之路三 卡夫卡的死亡
想象四 《致父亲》：通过父亲写自传五 《日记》及其文学空间六 《乡村医生》的解释第四章 文学里
的人生故事一 卡夫卡与哈姆雷特二 余华与卡夫卡的文学缘三 福楼拜与《萨朗波》的欲望四 《日瓦戈
医生》中的拉丽莎五 《林中之死》：美及讲述美的方式六 跟随伯纳德特读荷马史诗（上）七 跟随伯
纳德特读荷马史诗（下）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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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同时，精神分析作为一种相对于过时的时代精神的颠覆性力量，其本身也潜伏着对这一颠覆力量
的抑制。
对此法国哲学家德勒兹指出：“精神分析好像是一种将欲望拖人绝境⋯⋯的虚幻之物。
⋯⋯是一种反生命的东西，一种死亡、戒律和阉割的颂歌，一种超验的渴望，一种教士的神职，一种
教士的心理。
”他的观点有其特定的含义和指向，不无偏激、偏颇之处，但对于那些过度依赖精神分析方法的传记
家仍不失为一个有益的提醒。
优秀的传记家应当敢于突破他们自己也从属于其中的关于人性的现成观念而做出某种真正原创性的构
想。
　　在当代，对于传记“科学性”的要求也日益强烈，我们讨论精神分析在传记中的地位时，这一问
题也是不可回避的。
杨正润先生认为，传记文学是科学和艺术的结合，而“精神分析对传记文学的科学性和艺术性的提高
都是有益的”；高鉴国先生认为，有三种专业知识是传记作者需要掌握的，即“历史学、文学和心理
学”；当代美国学者威廉?舒尔茨在论及弗洛伊德的传记写作时则特别指出，弗洛伊德的“成功之处恰
恰在于，他结合了历史的、科学的和文学的方法来解释人的经验”，而其他人没有做到这一点。
　　但在精神分析的“科学性”问题上，长久以来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的作者阿伦?布洛克认为，弗洛伊德在人文主义传统中的地位“由于他的思
想与文学和艺术的亲近关系以及他对文学和艺术的影响而是有保证的”，但他却没有把握对弗洛伊德
在科学史上的地位做出同样的保证。
实际上，围绕着心理学科的“科学性”问题，精神分析学派与非精神分析学派的心理学家们已经进行
了延续至今的“百年大战”：“差不多在弗洛伊德开始发展精神分析的时候，学院派的心理学家们正
致力于将心理学弄得像是一门严格的科学”。
弗洛伊德拒绝以实验的方法验证其理论，而学院派的心理学家则认为精神分析的方法有失科学的尊严
。
　　针对这种水火不相容、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诺曼?霍兰德在《精神分析作为科学》一文中，为精
神分析的“科学性”作了一些辩护，希望有利于打破这种尴尬的局面。
他指出，从实验证据来看，大量研究证明了精神分析的许多重要结论（当然也有一些未获得支持）；
而从方法论来看，精神分析使用的是一种整体论的研究方法（holisticmethod），而这种研究方法在许
多社会科学甚至“硬”科学领域（hardscience）也广泛采用。
他认为，争论精神分析到底是“科学”还是“解释学”，或仅仅是“文学”，其实这一划分本身表现
出的就是一种建立在“二分法”基础上的错误观念，他暗示，我们应该放弃这种无谓的论争，消除学
派、学科之间的壁垒，将精神分析的敏锐洞察力与建立在严格实验证据基础上的研究成果，尤其是神
经科学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
正如他在另外一篇论文中所说：“我能够想象出的精神分析文学批评的最好未来，乃是一种来自精神
分析和神经系统科学洞见的融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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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学论丛：传记视野与文学解读》从“传记／人生”角度考察传记一文学问题。
著者认为，“传记”与“文学”的复杂性就在于它所面对问题的整体性，它的对象是一个或若干个或
真实或虚构但同样复杂的“人生”，研究传记诗学问题以及在传记视野中理解文学，就意味要面对自
身已身在其中的“人生”所包含的全部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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