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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提到文本，读者往往会把它的现实存在与它的意义联系起来。
也就是说，当下的文本到底在为读者展示一些什么东西？
它的意义何在？
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前理解的关系，同一个文本在不同的读者那里的理解可能存在着一定的“
偏见”和差异，所以，它展现出来的意义就不同。
例如，在瓦莱里看来，诗歌的意义就在于它的音乐化，诗歌是可以从音乐化的层面理解的；而在德里
达看来，“异延”使得包括诗歌在内的任何文本失去了意义确定的可能。
然而，文本毕竟是以一种白纸黑字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读者在阅读它们并把它们转化为所需的
可能信息的同时必然会掺人自己的先有、先在和先识以获得某种感受。
实际上，文本的意义就是文本在解读过程中在读者大脑里产生的感受或留下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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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现代文明，而现代文明增加了人的贪欲，使隐藏在人心深处的恶性不断膨
胀，并显露出来。
于是，被激怒的“上帝”把现代文明社会中的人置于一个不是炼狱而胜于炼狱的悲苦境地。
　　当然，这些文学作品的出现肯定有它特定的时代背景，比如，20世纪所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等。
但我们略去这些暂且不谈，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时期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想对文学的影响要更直接些。
这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感染力，其背后一定会有强劲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想在支撑着
。
况且，T.S.艾略特本身就是一个相当有名的文艺理论家。
　　艾略特曾提出“非个人化”的著名理论。
他认为，诗歌（以及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应该是非个人化的，并且指出：“诗歌不是感情的放纵，
而是感情的脱离；诗歌不是个性的表现，而是个性的脱离。
”①在《传统与个人才能》里，他曾用一个化学反应来比喻说明诗人与其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把一
条白金丝放在贮有氧气和二氧化硫的瓶子里，就能产生化学反应，这两种气体化合成硫酸，而白金丝
却丝毫不受影响，新的化合物中也不含有白金丝的成分。
在诗歌创作中，诗人的心灵就像是那白金丝，起的是催化作用。
没有诗人的心灵，诗歌就根本不可能创造出来，但是诗人的作品一旦问世就不再包含诗人的心灵成分
了。
T.S艾略特的这一论断对文学创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一反从社会历史、道德、心理以及文学
家个人方面解释作品的传统文学批评方法，一刀割断了作家与作品之间的联系，要求文学批评把注意
力只放到作品本身当中去，文学批评家的兴趣应当从作家转移到文学文本。
②除此之外，“非个人化”理论的重大历史意义还在于它承前启后的作用。
　　“承前”指的是艾略特继承T.E.休姆的反浪漫主义立场，提出著名的“非个人化”理论的，而“
启后”则指的是它有力地激发了法国文论家罗兰·巴尔特前期文学思想，即结构主义思想的形成。
休姆在哲学上基本上是接受了柏格森的直觉主义观点，后来在美学上又受到了沃林格《抽象与移情》
中的现代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
在诗学上，休姆反对浪漫主义而崇尚古典主义情趣①。
他认为，要克服日常语言的局限性，需要运用新鲜的隐喻、幻想的手法，“幻想不仅仅是加在平常语
言上的装饰。
平常的语言本质上是不精确的。
只有通过新的隐喻，也就是说，通过幻想，才能使它明确起来”②。
隐喻就是一种“直觉的语言”，它精确地描绘、传达出有形的意象。
虽然不能从艾略特的“非个人化”理论里，但是从他的诗歌里，我们的确可以看到一些休姆的影子。
巴尔特在其成名作《写作的零度》里把写作风格称作零度风格，它体现为对作者主体性的遮蔽，这正
吻合了结构主义提倡的无作者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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