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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学权力与主体》着眼于建构接触空间诗学这一新的批评理论，是施瓦布教授近十多年来的代
表性理论成果。
弗洛伊德、列维–斯特劳斯、拉康、德里达、德鲁兹、巴赫金、伽达默尔、沃尔夫冈·伊泽尔、朱丽
娅·克里斯蒂娃、范农等思想大师和著名学者为她提供了多源思想滋养，更是她与之进行思想对话和
争鸣的对象。
文学、人类学、思想史、心理分析、文化研究、批评理论等不同学科共同组成的知识领域则是她自由
驰骋的疆场。
首先，她提出阅读的心理分析模式，使心理分析文学理论发出新的声音；继之，她将阅读视为独特的
文化接触形式，探索文学与人类学之间的边疆地带；最后，她聚焦西方现代暴力历史及其创伤，探讨
暴力、创伤与叙事的关系。
上述三个层面不断丰富完善，构成她整个接触空间诗学的三个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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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因此有必要澄清审美这个问题。
如前所论，不能将“哈姆莱特故事”的效果简约成故事情节本身（这似乎是博安南的设想）。
根本的因素是莎士比亚或博安南的表演性行为。
众所周知，这就是为什么文学的文化功能本身主要根源于文学形式和结构风格，而不是语义信息或主
题意义。
因此任何以严肃的态度对待文学的文化批评家都必须面对审美功能，关注文学再现和接受的形式和模
式。
有的文化批评家将文学审美边缘化（如果不是否弃）。
究其原因，审美试图脱离文化批判而自成一体。
但是，文化批评对审美的打压有可能忽视文学或艺术这类文化实践的物质条件及特定的接受条件。
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理论，区分审美生产和接受的多种模式与相应的文化功能。
《丛林中的莎士比亚》表明，蒂夫人的故事讲述完全与文化空间融合，是一种集体实践，而伊丽莎白
戏剧仅仅是专门的审美空间中的戏剧表演实践。
 从上述大视角看，与表面情形相反，蒂夫人的反应与熟悉的接受模式之间差别不大。
与读者群体相关的关键问题包括：意义的生产，其普遍性或相对性，对我们解释自由的限制，对新的
文化、历史或个体环境的适应。
这样看来，如果将蒂夫人的《哈姆莱特》“误读”与接受史上该剧的其他历史和文化“误读”比较，
长老们的反应与许多当代解释理论基本吻合。
今天莎剧被重写或重排，如乔治·斯特雷勒将《李尔王》改编成朋克摇滚剧。
这最终将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化改换移植进新的文化环境。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化批评家热烈争论的问题之一就是解释的自由与限制。
限制可能来自互动的两极——读者和文本。
读者立足带有限制作用的特定标准和期待来接触文本。
文本运用策略来削弱某些期待或以其他方式限制解释。
像博安南的剑桥朋友那样，长老们不相信个体或共同体差异会引起意义的变化。
他们按照自己的解释群体确定的规范来创造、商榷意义。
与此相似，许多西方批评家坚持认为，尽管任何个体读者都能进行意义阐释活动，但是意义仍受共同
体规范制约，因此也受个体无法支配的权力制约。
西方文化中更多普遍存在的力量取代了长老的地位，这似乎是根本的区别。
福柯将之解释为“权力作用”。
尽管后一种权力比长老们的权力更分散，因此也更具竞争力，但是它们同样对阐释和意义施加社会限
制。
 然而，西方传统中同时也交织着一场持久的论争，即阐释推动的知识生产固有的权力问题。
频繁的内部挑战及异质文化接触使阅读的地位备受争议。
长期以来西方传统就是奠定在各种相互竞争的阐释权力的基础上。
这些阐释权力源于民族、教会、思想流派或哲学潮流等不同渠道。
至少从蒙田、狄德罗和卢梭的时代开始，争论都关注他者性及其挪用问题。
一方面启蒙运动引领的意义的世俗化运动从内部挑战文本和阐释的真理观。
另一方面启蒙价值受殖民和帝国主义历史制约。
西方文明被迫借文化他者性来解读、界定自我。
 当代文化批评深刻反思西方传统价值。
尤其是西方自我常常披上原始主义、东方学、种族主义或男权的外衣，贬损他者性或将之浪漫化。
甚至有批评家因阐释权和暴力问题追问阐释的合法性。
特别是在人类学领域，受后现代人种学影响，许多人种学家自诩为本土他者声音的“被动”纪录者。
①也有文学批评家持类似态度，挑战传统的文学阅读时间，将解释活动的中心从文学转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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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就我所知，目前还无人试图使理论文本免遭阐释暴力之害。
持久的论争使批评家分成两大阵营——将所有的阐释理解为暴力行为的批评家与相信阐释和文本（脱
离了阐释行为就变得不完整的文本）相互依赖的批评家。
其他论争涉及文本限制因素和文本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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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学、权力与主体》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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