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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欲望的进场（薄伽丘与《十日谈》）、取代上帝的巨人（拉伯雷与《巨人传》）、人类精神最后
的旗帜（塞万提斯与《堂吉诃德》）、理性悲剧的预言（莎士比亚与《哈姆雷特》）、欲望的离场（
古典主义悲剧和喜剧）、意志的出场（弥尔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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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单向度的巨人(《漂亮朋友》)第六章 自我的失落与追寻(19世纪英国小说)第一节 概述第二
节 婚姻与家庭中的身份确认(女性写作)第三节 阶级对立中的“人性”守望(狄更斯)第四节 归宿在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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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夫斯基)第六节 复活的归宿何在(托尔斯泰)第七节 现实人格的建构(契诃夫)¨第八章 新大陆的奋争
与呼告(19世纪美国文学)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荒原上的文化之根(早期小说)第三节 建构超验性人格(梭
罗)第四节 竖起生命的旗帜(惠特曼)第五节 “哈德莱堡”中的人(马克．吐温)第九章 人能否诗意地栖
居(19世纪欧洲诗歌)，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遁世的和谐(“湖畔派”诗人)第三节 燃烧的激情(浪漫主义
激进诗人)第四节 冬天的童话(海涅)第五节 破碎的寓言(波德莱尔)第十章 人生舞台上的问题与意
义(19-20世纪戏剧)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呼唤精神反叛的人(易卜生)第三节 直面生活的本质(斯特林堡)第
四节 自由意志还是道德伦理(萧伯纳)第五节 抗逆还是沉沦(奥尼尔)第六节 虚无中的意义等待(荒诞派
戏剧)第十一章 异化的世界与人(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走上朝圣之途(《荒原》)第
三节 人还是虫(《变形记》)第四节 退人内心的意义(意识流小说)第五节 荒谬世界中人的选择(存在主
义倾向文学)第六节 “魔鬼”降临的救赎(《大师和玛格丽特》)第七节 生存困境中的孤独硬汉(海明威
与《老人与海》)第十二章 本质重建中的人与历史(20世纪的史诗)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艺术中的救赎(《
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三节 最后的圣者(高尔基与《母亲》)第四节 性爱寻求的本真意义(劳伦斯与《
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第五节 人与历史的悖谬(《静静的顿河》)第六节 以圣愚的名义(《日瓦戈医生》)
第十三章 后现代与后殖民语境下的身份重构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解殖后的求索(拉美文学)第三节 边缘
人的身份认同(美国黑人文学与犹太文学)第四节 重建两性和谐的“神话”(女性文学)第五节 历史事件
与人的意义(米兰．昆德拉)第六节 陷落在迷宫中的人(卡尔维诺)第七节 帝国之眼(奈保尔)第八节 后殖
民时代的身份重建(库切)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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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类是通过语言来认识和把握自己的。
人类借助于语言来重构自我，因此，原初的语言其实就是诗。
然而，也正是当语言之诗出现时，人类也便失去了原始的词与物混融一体的状态，人于是成为符号的
动物。
这时，人类只能通过有意识的诗的创造来追寻已经永远逝去的隐喻状态，这就是我们说的文学活动。
然而，文学相对于人的物质性异化力量而言，还是过于柔弱了，它一直扮演着抗拒者的角色，希望挽
留住人类远离本质的渐行渐远的脚步。
它始终保留着我们对已经逝去的美好事物的眷念，纪录着人类走过的每一个脚印。
当人类在奔波于物质创造与争夺而身心俱疲的时候，走近文学，便可以校正我们已经倾斜的路径，重
归仍染着梦想色彩的家园，尽管我们已永远无法置身那个纯真的世界。
　　任何一部文学史都记载着它的创造者自我成长的过程，欧美文学也不例外。
甚至可以说，欧美的文学更鲜明地纪录着人是如何走出蛮荒，发现智性，发现精神，发现理性，理性
膨胀，以致走向本质的失落这一完整而悲怆的历程。
原因在于欧洲大陆这块土地上神奇地发生了“文艺复兴”这一现象，可以说，它彻底改变了人类顺其
自然、缓慢前行的进程，它过度地把人的物质性维度加以提升，过早地把潜藏在人类血液中的丛林意
识升华为社会形态，从而成功地依靠物竞天择的法则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物质生产的水平，造就了长达
数百年不断攀升的物质繁荣，使人在陶醉于这种创造性喜悦的同时，一步步走上异化的不归之路。
文学，作为目睹这一过程的“旁观者”，始终做着不懈的努力，把人类已置身其中而乐不思蜀的悲剧
性境遇，通过陌生化处理而再现出来，以自己沉潜的清醒标示出，在这精神渐趋荒芜的大地上，还生
长着绿色的文学之树。
在人类的拯救之途上，当科学与宗教都注定无计可施之时，文学或许就是我们最后的一根稻草。
　　因此，通过阅读这一部充满沉重感的文学史，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逐渐成为世界“中心”的欧美国
家的人的生存状态，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
或许我们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已具体而微地重蹈了欧洲近千年所走过的路。
深刻地体悟这一点，才是我们拥抱文学的真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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