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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学研究中的“语言热”，似乎已经热潮过去，倒显出几分冷落。
但文学领域中的语言之谜却远未得到破解，从某种意义上看，过去多年的“语言热”可能酿下了更多
的难解之谜。
况且，在我看来，只要人类存在着，人文领域的问题永远不会有个终结。
而真正要做出点学问，决不能一味追逐“市场行情”的冷热，那需要的是持久潜心的研究，需要一股
“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
潘华琴博士的这部探讨文学语言的“私有性”与言语主体“私人感觉的个人化表达”的专著，就是基
于这种学术的预设撰写出来的。
如今，这部专著即将由学林出版社出版面世，我似乎比作者本人还要多出几分感慨。
事情要从18年前、甚至20年前说起。
20年前，我写下《超越语言》一书，其主旨是希望“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框架之外，发现主体生命在
言语活动中的律动，发现文学语言在浑沦诗意中的生成”，其中已经关涉到语言的私有性问题。
书出版后曾得到诗人、作家们的赏识，同时也受到语言学家们的严厉斥责。
1991年的夏天，由我发起在河南省的平顶山市召开了次“文学与语言”学术研讨会，与会的多是朋友
圈子里的学者，如年长一些的叶廷芳和张志扬，当时尚且年轻的徐友渔、陈家琪、王鸿生、朱学勤、
蔡翔、南帆、耿占春，以及更年轻的北村、王国伟、艾云、曲春景、张三夕。
令人想起来就无限感伤的是，与会的鲁萌和余虹竟已经先后离别我们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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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学言语的私有性：论私人感觉的个人化表达》是关于研究“文学语言理论”的专著，书中具
体包括了：私人感觉的生命本体论意义、维特根斯坦“私人语言”不可能性论证的实质辨析、维特根
斯坦“私人语言”不可能性论证的哲学目的与论证方法、文学言语的对话性特征等内容。
　　人类文明的长期发展，强化了人的思维的理性化和逻辑化，人类语言也随之越来越被精简为清晰
的、普适的概念符号系统，面对理性层面之下生命“内宇宙”的恢宏而混沌、丰富而模糊的生命之流
，这样的语言已经无能为力。
这是文学遭遇困厄的底蕴，也是人类精神日渐贫瘠的诱因。
鉴于此，《文学言语的私有性——论私人感觉的个人化表达》将其主旨立足于文学创作与接受的维度
，探寻文学言语背后的心理因素——私人感觉及私人感觉的言语表达，从而对这一问题提供一种文学
式的解答方案，即：文学作为一种言语活动方式，是如何使个体生命超越公共语言规则，冲破类的限
制，抵达个体生命内核，从而达成言语主体在文学审美王国中创造性的展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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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华琴，1972年生，江苏镇江人。
1995年毕业于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获英语言文学学士学位；1998年毕业于苏州大学文学院，获文学
（外国文学）硕士学位：2007年毕业于苏州大学文学院，获文学（文艺学）博士学位。
现为苏州大学文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跨学科研究、文学语言学、生态批评等。
曾在《人文杂志》、《文艺争鸣》等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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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论一、语言的失落：文学语言修辞学建构二、语言的自觉：文学语言学学科建构三、语言的生命回
归之旅：文学言语私有性研究宗旨第一章 语言境域中的“文学是人学”第一节 主体的焦虑：文学语
言修辞学研究中的“人”第二节 主体的迷惘：文学语言形式主义研究中的“人”第三节 主体的回归
：文学语言生命本体论研究中的“人”第二章 私人感觉与私人语言第一节 维特根斯坦“私人语言”
不可能性论证的哲学目的与论证方法第二节 维特根斯坦“私人语言”不可能性论证的实质辨析第三章
私人感觉与个人化表达第一节 私人感觉的生命本体论意义第二节 私人感觉：文学言语活动的渊薮第
三节 文学言语的私有性特征：私人感觉的个人化表达第四章 私人感觉与文学言语第一节 文学言语与
生命的内在同一性第二节 文学言语的对话性特征第三节 “自我”的完善：私人感觉个人化表达的审
美后效第五章 文学的突围：私人感觉个人化表达的话语衍生第一节　“立象尽意”——内在情感的自
我赋形第二节 “言外之意”——内在情感私密性的保留结语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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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语言境域中的“文学是人学”纵观文学理论发展史，我们大致可以把文学语言研究方式分成两
种类型：一种是在传统的工具论语言观与二元分离的认识论框架内研究文学语言及文学现象，从而形
成载体论的文学语言观。
另一种是在现代语言学的影响下将文学研究限定在对文学语言形式研究的本体论文学语言观。
但二者均在内容与形式二分的认识论框架下进行的，主要表现为两种倾向：一、重内容，轻形式，形
式服务于内容。
工具论的语言观更多地注重文学语言的修辞学研究。
从这条语言途径踏人文学的世界，我们将发现．对“真实性”的追求取代了文学的“主体性”，无论
是创作主体、接收主体，还是人物的生命个体都处于一种身心分裂的状态。
西方传统文学研究中的工具论语言观可能既不能解决文学所面临的内容与形式的割裂，也不能有效地
解除文学创作主体的“语言之痛”，更不能发现文学的本真性存在。
二、重形式、轻内容，或内容让位于形式，主要代表为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批评流派。
正如罗兰?巴特所说，“语言包容了全部文学创作，就像天、地及天地为人类划定的栖息之所”，语言
对文学的重要性迫使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从不敢轻易放弃揭开文学语言之谜的机会。
现代语言学代表索绪尔的语言学观点和语言学研究方法为文学语言研究提供了直接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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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键盘上敲击出最后一个字符的时候，那在心中预演过多遍的如释重负、欣喜若狂都没有出现。
相反，心里惴惴不安：对自己已说的总不能确信它已说得清楚；对自己未说的又总怀疑自己能否说得
清楚。
“文学言语的私有性”就像这个命题本身一样充满不可言说之说的悖论性质。
孕育一个观点，就像孕育一个孩子。
孩子的诞生只是孩子生命的初始，他一生的欢笑与泪水、成就与挫败、辉煌与灰暗都只能在生命的进
程中体会，谁也无法预先设定或在生命结束之后追加弥补。
或许这就是生命的意义，他在成长、在变化，在动态的生命进程中充满对未知的疑虑与期盼。
未确定才有希望，有希望才有行进的方向。
一本书的形成就像一个孩子的诞生，它只是一种观点的最初形态，不断地被阐发、被修正，它也将在
这种动态的生命进程中获得自身存在的意义。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我才敢将个自己尚存疑虑的观念形成文字，付梓成书，它只是一种观念的发展
起点，也是我个人努力的一个起点。
来自任何一位老师和前辈的赞许，都将成为我努力的一个动因；任何一种批评与建议，都会促进本书
观点的生命进程。
生命的全部承担在于选择。
而在我看来，选择其实意味着放弃。
当我面对成堆的书籍，或当我为写作时的焦虑所困时，我清楚地知道我放弃了窗外的明媚春光、花香
鸟语。
但我仍然坦然地在文字的世界中构建我作为个体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可能并不是我形成了书中的观点，而是书中的观点改变了我对生命的态度。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学言语的私有性>>

媒体关注与评论

作者自觉不自觉地参与了人类历史古今中外的“古今之争”、“诸神之争”，及其中的诗学与哲学与
政治之争。
其意义非同小可。
　　——张志扬　　“私人感觉的个人化表达”的观点对文学语言研究有很好的启发意义，对我国同
类研究做出了新的推进。
　　——徐岱问题意识明确、具体，挑战性强，展开得也比较充分。
　　——王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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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学言语的私有性:论私人感觉的个人化表达》：由学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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