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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范劲同志从事中德文化和文学关系的研究已经有些年头了。
他攻读硕士学位的论文《郭沫若与歌德》，即已开始论及文学接受中的“主体性”问题；博士学位论
文又进一步较全面系统地考察德语文学的影响与中国作家的自我意识发展；后来还赴德留学深造，经
多年磨砺，终于提供给我们这样一部更有理论深度，更具创造力的优异著作，真令人欣喜。
　　本书最显著的特点和创造性，在于理论模型设计和方法论上提出了“符码”的命题，而将中德文
学关系认定为一个符号学和有关现代性发生的问题。
还将有助于重新考察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许多重要现象，自然在比较文学领域也有助于解决文学交流
过程中的许多理论问题。
例如，以往所谓“外来影响”和主体“创造性转化”的区分，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其实是同一主体的
不同表现方式，所谓外来影响只存在于主体内部，他者就是自我，都是主体的象征符号。
而且，不仅每一单个作家可以作为符号来分层探讨，甚至整个中国文学主体都被赋予了个体性的心理
结构，都可当成符号来作结构化分层探讨，这就从集体无意识层面解决了一般读者接受与专家研究及
作者的自由联想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种将比较文学结构化和符号化的努力，显然受了拉康心理学和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影响。
前者将人的心理进行符号化和结构化处理；后者则把符号学的思路引入了文化相互关系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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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语文学符码和现代中国作家的自我问题》描述了一系列神话性的德语作家和现代中国作家的主
体间关系，探讨这种符号交换和互戏在现代中国文学主体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回答与之相牵连的有关
现代性发生的问题。
在方法论上，《语文学符码和现代中国作家的自我问题》遵循以符号学为基础的新实证主义路线，以
最切实的话语事实为依据，以语用学规则及其所体现的意识形式为考察目标，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德语文学为现代中国输送了一批强有力的文化符码，这些符码无可避免地卷入了中国现代作家的主体
命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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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中国比较文学》等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
十余篇，译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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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影响的符号化：一种方法论构想　　什么是影响？
这在传统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研究中是个最不言自明的概念，以至于人们通常会忽略对这一司空见惯
的器具进行反思。
可是不应该忘记，忽略了身边最常见的事物也会给自己招来危险，就如那位只顾着看天却跌进了水坑
的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所遭遇的那样。
也不该忘记，一切真正的智性探求都是起于并最终要归到对身边器具的反思，像海德格尔对“器皿”
、马克思对“劳动”、尼采对“游戏”的思考不过是最经典的例子。
　　在阐述这一概念之前，需要提及它在中国出现的历史语境，以及对我们文艺认识的贡献。
其实，不但这一概念的流行开来是同新时期人文科学研究向西方的重新开放相伴的，中国比较文学作
为学科的建立也是中国重新同世界接轨的意识形态需要的产物。
随着教条禁锢逐渐被打破，人们不但意识到引入西方文艺思潮对思想解放和文艺繁荣的重要性，而且
开始重新审视“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传统同西方文学的亲缘关系，意识到新文学并不单单是社会
政治斗争的反映，而且是融汇了东西方一切文明成果的产物。
在“文革”后涌现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第一批研究成果中，对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所受西方文学、
哲学影响的探讨占了相当的比重。
这种影响研究在当时的意识形态环境下具有特别意义，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曾经享有的全方位开放性，
无疑可以为新时期的思想界所借鉴，在此背景下，比较文学研究也成为一时的前沿学科。
接下来继续繁荣的影响研究则是对作家作品深入研究和日益细致的专业分工的结果，讨论作家和异域
传统的关系成为填补作家研究的空白和取得新视角的重要手段，八十年代传人中国的接受美学理论提
供的概念术语如期待视野、误读等使这种手段更加精细化。
许多文学杂志也都乐于讨论当代知名作家同国外文学的联系，譬如影响很大的刊物《世界文学》
在1989年开办了整年的专栏，连续刊载中国诗人、作家对自己喜欢的外国作家的介绍，经典的现代派
作家如卡夫卡、博尔赫斯、福克纳等在中国的影响成为公众极感兴趣的话题。
在这类场合，影响成了时髦的话题，甚至成了罗兰·巴特讲的“每天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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