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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学时间是文学的存在方式，是一个本体论问题；同时，对于具体文学作品，文学时间又是
一种表现方式，可以从修辞论角度进行研讨。
《文学时间研究》从这两个方面展开论述，并以现象学为主要方法，深入分析了文学时间的封闭性、
同时性、包容性、游戏性、双重个体陛等特征，论述了叙述时间的历史演变，以及时间对文学作品的
塑形。
在此基础上，分别探讨了怀旧文学的时间形态，悲剧的时间结构，历史叙事中的时间观，小说时间与
意识形态，鲁迅、巴金小说的时间形式，以及叙事作品的时间修辞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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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于本雅明来说，这种弥赛亚时间实际上指的是无限可能的“现在”，虽然本雅明依旧难以
摆脱某种救赎的尴尬命运，甚至本身就是西方对时间的贫瘠想象的最典型的症候，但是无疑也蕴含一
些打破旧路的奇思。
　　　　这种时间，将展开一些新的形态，这些形态肯定将保持自身的独特性，沿着自己的发展路程
继续的螺旋式上升。
通过一种涅槃，时间将获得自己的新生，各种各样曾经在文学中曾经有过的时间形态都将重新获得自
己的新生，都将在一个新的基点上重新获得自己的意义。
这种时间在经历过卡夫卡般梦魇之后，将获得自己狂欢的面貌，它将是光明的，从时间的坟墓中重新
走出来，通过幽深黑暗的晦暗地带走向地表，忘记过去虚假的旅程而走向真的境界，走出“洞穴”去
迎接“夺目”的光明。
我们将在这个意义上改造柏格森的论述：“我们将绵延知觉为一股我们无法逆它而行的水流。
它是我们存在的基础，我们还感觉到：它是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的根本实质。
”②它将是内在于我们的自身的运动，是未完成的，但是它将不是外来者，不是一个极端的超越者，
这个超越者僭越了我们自身的位置。
实际上，那种将某种精神推向极致的做法本身蕴含着某种宗教的极端性，西方人推翻了上帝的暴政，
却把理性推上了上帝的王座，表面上背弃上帝的西方人在骨子里依旧流淌的是那种超越、那种对上帝
尊敬的文化血液。
而那种希望有一个救赎性时刻的时间版本成为西方人始终难以跨越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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