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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间万事万物都在变化着、发展着。
我们研究着的专业——文学理论——也是如此。
回想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对“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宪法性”口号产生了极大的反感，急于摆
脱文艺的“他律”的束缚。
我们开始热衷于文学的审美特性的研究，热衷于主体性的研究，随后又开始热衷于文学语言的研究，
“自律”的研究成为时尚。
可以说在文学理论这个园地里先后出现了“审美论转向”、“主体性转向”和“语言论转向”。
实际上当我们实现这种“转向”之时或之前，西方的文学理论批评界，则开始了另一种“转向”，那
就是文学研究的“文化”视野的勃兴。
西方文论向文化视野转移，有其自身的原因。
资本主义越是发展到晚期，自身的社会问题就越多。
如种族冲突、阶级冲突、性别冲突、东方与西方的冲突、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冲突、工业化与自然
的冲突等等，都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严重问题。
人们已经对兴起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新批评”和五六十年代的结构主义文论感到不满足，因为他
们主张文本绝对“自律”，以隔绝的眼光关注文本自身，就艺术谈艺术，就形式谈形式，完全脱离社
会与现实，使读者无法从他们的笔下看到时代的面影和现实中的紧迫问题。
阅读文学的大众，绝大多数总是关怀现实的。
文学大众对“文本自足”的批评感到厌烦，他们要求有一种切中时弊的批评模式。
这样就有一些理论批评家要超越“新批评”和结构主义，重新重视文学的“他律”性，他们强调文学
艺术处于某种文化关系中，强调文学艺术作品不论如何“独立”，都不可能与社会文化毫无关系。
相反，他们认为文学作品中有丰厚的文化意义，文学艺术作品不能不是文化的载体。
文化视野的文学研究逐渐成“气候”，各种“主义”应运而生：针对种族身份认同问题，出现了“东
方主义”批评；针对性别对立问题，出现了“女权主义”批评；针对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冲突出现
了“后殖民主义”批评；针对文本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出现了“新历史主义”⋯⋯这种文化研究发展
到极端，甚至提出了文学研究中的“反诗意”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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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学述行理论视文学为一种言语行为，是当代西方文论对“文学是什么”、“文学做什么”等问
题的重新思考，是与摹仿说、表现说、实用说、客观说等并列的又一重要文论思想和文学批评新视角
。
针对摹仿说，它认为文学并不指涉外在世界，不以反映外在世界为指归，而是建构一个独立的文本世
界；针对新批评，它认为文本也不仅是一个自足的系统，还是一种生产观念、事件和世界的自在自为
的述行话语。
这一理论构成了费什、德里达、德曼、米勒等大家文论思想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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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文学话语的述行可能言语行为理论以关注语言以言行事的特性为理论旨趣，这为我们理解和解
释语言的本质和功能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虽然该理论提出之初，在语言哲学中曾激起过层层波浪，但如今对该理论所有的争论似乎都已平息，
言语的行为属性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言语行为理论在语言哲学中的地位已经确立。
但是，文学作为一种话语形式，它是不是言语行为，是什么样的言语行为？
这些问题仍在进一步探索。
第一节 奥斯汀的困境：“无效”述行？
奥斯汀首创的言语行为理论一开始提出要区分表述话语和述行话语，将述行话语从表述话语中独立出
来并且语法化，认为述行话语都具有一个或显在或隐含的“第一人称现在时直陈式主动语态”语法制
式。
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断地发问：“难道我们说出任何话语不都是在做些什么吗？
”经过进一步研究后，奥斯汀发现，其实所有话语都是述行的，只不过有些是显性的，有些是隐性的
。
这样，述行话语就经历了从传统哲学所贬斥的“伪陈述”，到后来成为与表述话语并列，并同样具有
独立意义的话语，到最后跃升为所有话语的属性这一过程。
但是，在文学话语是否具有述行性，即文学述行是否存在、是否有效等题上，奥斯汀却远没有这样明
确，他的矛盾立场为后来者开启了一个生动的理论空间，以致后继的文学述行理论家们在这些问题上
必须先表明态度然后才能前行，因此生产了丰富的理论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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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终于从厚厚一堆英文书中爬了出来，其中的喜悦只有亲身经历方能体会！
过程虽然艰辛，结果也许还不如人意，但毕竟是走出来了！
此刻，似乎过去三年中的一切辛酸都已成为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体验：为了一次性多借几本外文书同时
持两个图书证而被国图管理员数落；为了能有个独立的学习空间而每天早早地等候在北师大图书馆的
小研究室门口；还有那由于长期阅读小蚂蚁似的文字而经常性狂跳的眼皮；还有那些不得不“抛”夫
“弃”女、“忘”恩“负”义的日子⋯⋯对于我这个哲学、文论功底都不甚扎实的学生来说，当时选
择研究言语行为和文学述行理论这一课题，其实真是有点不知深浅！
如今，这一堆稿子终于沉甸甸地摆在面前，期间翻越了多少座理论大山，经历过多少次徘徊退缩，只
有自己心里清楚。
当然我更知道，要是没有众多师长、亲友支持的力量，它将不知何时才能诞生！
今天它之所以显得如此的沉甸甸，那是因为它承载的东西确实太多太多！
为此，首先我要感谢导师陶东风先生。
感谢他对我的严格要求、热心帮助、完全信任和极度宽容，能成为他的学生是我一生的骄傲。
他那句“每天至少要看八小时书”的教导我会永远铭记在心。
我还要感谢北师大文艺学中心所有的老师们。
他们是童庆炳老师、程正民老师、李壮鹰老师、王一川老师、李春青老师、蒋原伦老师、季广茂老师
、曹卫东老师、赵勇老师、方维规老师和钱翰老师。
他们不仅让我领略了真正的学者风范，而且也让我整个三年都能沐浴在知识的阳光雨露之中。
我要感谢我硕士阶段的罗婷老师、季水河老师、张铁夫老师，还有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以文卫平老师
为代表的所有领导、老师和同事，正是他们长期以来的关心和鼓励，我才有今天点滴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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