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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悖论诗学，其含义就是研究文学艺术的悖论性。
悖论诗学的研究目标是探索文学艺术的本质属性，论证文学艺术的悖论性本质。
《当代英美文学批评视角中的悖论诗学》从西方文学理论，主要是英美文学理论的悖论简史出发，揭
示文学理论的悖论之“谜”，重点选取当代有代表性的几个文学理论观点，揭示这些理论观点之“惑
”，再对诗歌、戏剧、小说、散文、音乐、艺术、影视、甚至新闻的悖论研究史简要回顾的基础上，
提出个人的悖论诗学观点——文学艺术的本质具有悖论性。
《当代英美文学批评视角中的悖论诗学》由廖昌胤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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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廖昌胤，英美文学博士后，英语语言文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现任职于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
2006年6月毕业于浙江大学，获比较文学博士学位。
2009年9月上海外国语大学英美文学博士后以优秀成绩出站。
2009年获国家留学基金公派访问学者（含博士后研究）项目赴英国剑桥大学英语系访问学者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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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果读者不认识“Decree”这个词，比如我们在上英美文学课的时候，假设学生在上课前没学过
这个单词，那么这就可能造成一种“理解困难”。
这种理解困难对于读者来说，存不存在“含混”的问题呢？
不存在。
因为，如果不理解的困难是因为不认识这个单词，那么只需查一下词典就可以了：“天命”、“判决
”、“宣布”等。
但是词典上的翻译并没有解决这个词的确切意思，读者就根据他所用的认知经验，加上词典的几个翻
译词，自己独立地译出：“上谕”。
这样不理解的困难就可以直接解决了。
这样一个推理过程其实就是朝着它的悖论对立面推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丝毫没有任何“含混”的
道理可言。
　　学生的理解基本上还是两种可能性：能译出“上谕”或不能译成“上谕”，能译成“上谕”，是
因为学生具有相关的知识，如知道中国古代皇帝下旨发布命令修建皇宫，这种诏书可称做“上谕”。
如果学生没有这种知识，那么他就可以按词典上的解释，直接选一个译文就可以了。
这一思维过程是清晰的，一点也不含混。
两种理解都不可能造成“含混”的问题。
　　但两种理解说明了两种诗歌意义的非含混性。
在读者理解时，他要么参与自己的知识，而这种知识对他来说是非含混的，所以，他理解的诗意是清
楚的，根本不存在含混。
要么学生没有相关的知识，这时候，他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放弃理解，将这首诗弃之一旁。
弃之一旁就等于宣布理解的终结，这时候就不可能再有“含混”的存在。
另一种选择是他去查词典或其他什么书，或者去问老师，这种理解过程也是一种由不知到知的认知建
构过程，他的目的达到了：建构相关的知识，于是，对这首诗的理解是由他建构的知识作为理解的理
解。
他的理解也是清楚的，并不存在含混。
　　那么，燕卜逊为什么煞有介事地、长篇大论地解释“含混”的七种形式呢？
至于含混究竟有多少形式，为什么是七种而不是八种，这根本是一个没有任何必要争论的问题，因为
它本来就不是一个问题。
燕卜逊高兴分为七种，或者说他能解释出七种，其他什么人高兴解释成十种或两种，或者说他们能解
释出十种。
无论他们解释出多少种，诗的意义只有两种：清楚和不清楚。
不清楚也等于不存在，或者等于清楚--读者清楚地知道他不清楚，如此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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