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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学性与历史性的融通：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研究》从历史话语的诗意内涵、历史文本的诗性
结构、历史诗学的诗化形态三大方面对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认为，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撼动了文学性与历史性之间的坚韧藩篱，超越了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
的知性对立，其中所强调的“文学性”或“诗性”或“修辞性”对当代文论建设具有重要理论启示—
—通过建立西方现代知识视野中所认为的最不可能的历史与“文学性”相联系的维度，不仅让人们重
新思考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与历史真实可能性的关系，认识“文学性”在历史建构中的作用，而且启发
文论界充分发掘“文学性”对各学科和各领域的渗透现象，由此寻求文学理论建构的新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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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董馨，1965年9月出生于湖北天门，文学博士。
现为佛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广东省广府文化研究基地研究员。
著有《文学理论的建构坐标》（独著，作家出版社2005年）、《美育新思维》（合著，江苏教育出版
社2000年）、《石湾陶瓷艺术史》（合著，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等，公开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曾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广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曾被授予
广东省“南粤优秀博士生”称号，主持和参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和省，厅社科项目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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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节 文献综述一 学术背景与选题意义二 研究现状与存在的困难第二节 结构与论点一 历史话语
的诗意内涵二 历史文本的诗性结构三 历史诗学的诗化形态历史话语篇第一章 叙述话语的意识形态性
第一节 叙述话语的实践性一 叙述话语的建构特征二 叙述话语的知识谱系三 叙述话语的修辞表现第二
节 散文话语的隐喻性一 诗学技巧：令历史产生意义二 诗性精神：使实在充满象征第二章 解释话语的
主体间性第一节 历史理解的多样性一 历史理解的语言性二 历史理解的有效性三 历史理解的创发性第
二节 历史解释的想象性一 历史解释的权威性二 历史解释的建构性第三章 接受话语的互文性第一节 历
史接受的文本性一 接受过程的交流性二 接受效果的审美性第二节 历史批评的文本间性一 文本界限的
跨越：文学性向历史的渗透二 文本结构的过程：文学性的产生和播撒三 文本完成的效应：文学性的
意义链增生历史文本篇第四章 历史文本的预构特征第一节 先验化的文本建构⋯⋯第五章 历史文本的
形式主义因素诗学形态篇第六章 历史研究的技术化第七章 历史诗学的范式化结语 “文学性”探究与
文艺学的建构参考资料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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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二节 结构与论点本书主体的框架结构主要分为三大板块：历史话语篇、历史文本篇、诗学
形态篇。
基本论点如下：尽管渗透了“文学性”的历史古已有之，但20世纪的知识谱系使“文学性”和“历史
性”分别成为文学和历史的专有属性，因而“文学性”与“历史性”在学科分类的知识格局和科学视
野中曾走向对立。
从“文学性”而言，诸多论者都曾将“文学性”问题归结为“什么是文学”的问题，如乔纳森·卡勒
就提出“什么是文学”的问题可从两个角度加以理解：一是“关于文学的一般性质”；二是“文学与
其他活动的区别”①。
这一理解使我们清晰地看到论者在众多话语中寻求文学独立地盘的努力。
以“历史性”而论，即使是反对史学中的自然科学或实证主义思潮的柯林武德也指出：“一门科学与
另一门科学不同，在于它要把另一类不同的事物弄明白。
历史学要弄明白的是哪一类事物呢？
我的答案是resgestae[活动事迹]：即人类过去的所作所为。
”②这一论析同样可以看到历史专业研究者对历史事实的“圈地运动”。
而有趣的是，学术史又进入了新的轮回——随着“语言学的转向”，“意义本体论”受到严峻挑战，
语言活动与实际世界的指称关系被割断而走向反本质主义。
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说”以形象的描述为“文学性”与“历史性”的通约提供了相应的理论支撑
，使“文学性”与“历史性”从冲突走向融合。
怀特在《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的“中译本前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随着19世纪的
科学化，历史编纂中大多数常用的方法假定，史学研究已经消解了它们与修辞性和文学性作品之间千
余年来的联系。
但是，就历史写作继续以基于日常经验的言说和写作为首选媒介来传达人们发现的过去而论，它仍然
保留了修辞和文学的色彩。
只要史学家继续使用基于日常经验的言说和写作，他们对于过去现象的表现以及这些现象所做的思考
就仍然是‘文学性的’，即诗性的，和‘修辞性的’。
”于是，“对历史的关注并不是那群被称为历史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
⋯⋯我们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说，专业历史学家对历史解释、社会学家对社会问题、经济学家对社会波
动就一定比其他社会科学家知道得多。
总之，我们不相信有什么智慧能够被垄断，也不相信有什么知识领域是专门保留给拥有特定学位的研
究者的”①。
而且，“坚持让社会科学朝着兼收并蓄的方向发展（从学者的来源、对多种文化经验的开放性、合法
研究主题的范围等方面来说），这能够增进获取更客观的知识的可能性”②。
因此，海登·怀特主导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历史哲学领域中的语言学转向，并将历史主义思想带入文
学批评领域，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典范。
海登·怀特自信地宣言，史学家对过去现象的表现以及对这些现象所做的思考是“文学性的”，即“
诗性的”和“修辞性的”③；“文学性”决非限制了“历史学家的身份”，“恰恰是他们话语中的这
种艺术或文学成分”“巩固了他们作为‘经典’历史作家的地位”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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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学性与历史性的融通: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研究》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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