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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本学是关乎文学作品自身的学问，它主要研究文学作品的存在形态或生成方式。
如果说人体解剖学是学习医学、美术学、体育学等学科的基础，那么文本学应当是创作学、阅读学、
欣赏学和批评学等学科的出发点，就这个意义说，文本学可以说是文学理论中的基础理论。
现在人们十分关注当代文学理论的建设与创新，没有系统的文本学理论作为基础，我们的文学理论只
是一座空中楼阁。
站在全球化语境的立场上来思考这个问题，可以发现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许多国家都经历了自
身的文本学建设与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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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本学主要研究文学作品的生成方式与存在形态．如果说人体解剖学是学习医学、美术学、体育
学等学科的基础，那么文本学应当是创作学、阅读学、欣赏学和批评学等学科的出发点。
现在人们十分关注当代文论的建设与创新，没有系统的文本学理论作为基础，我们的文学理论只是一
座空中楼阁。
　　本书第一部分对西方文本主义文论作整合研究，以文本学为主线将各派文论打通，“打通”是一
种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手段，它意味着在逐一讨论各文论流派的同时，凭借发生与联系的观点勾勒它
们的共性、生长轨迹与发展规律，从宏观角度探讨其来龙去脉与利弊得失。
这种系统研究有利于避免以往“见木不见林”的思维误区。
　　本书第二部分发掘中国的文本学传统，其独特之处在于用现代概念和范畴来透视古代文论，系统
归纳和阐发汉民族的文本理念。
古人许多深刻敏锐的颖悟确实要比西方人早得多，这些体现在古人的文体敏感和对叙事体制的执着探
寻，以及汉语文本的个性等方面。
　　本书第三部分在熔铸古今推陈出新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与文本学相关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力求做
到对中西文论兼容并蓄融会贯通，并对文本学发展的未来作出瞻瞩。
这一部分还以开放的心态估量信息技术对既有文本形态的冲击，积极探讨文本在网络空间的生成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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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傅修延，江西铅山人，1951年4月24日生于南昌，文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教授。
现为江西省社联副主席、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
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西省外国文学学会会长、《创作评谭》杂志主编。
已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比较叙述学”与“文本主义文论系统研究”，近期著译有《赣文化论
稿——留住我们的集体记忆》（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济慈书信集》（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
）、《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式》（东方出版社1999年）、《叙事：意义与策略》
（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版）、《讲故事的奥秘》——文学叙述》（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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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文本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绪论关于文本主义文论系统研究第一章　文本学的“富矿”--英
美新批评一、新批评之前二、文本中心论--自足说、本体论与清除两种“谬见”三、文本构成论一一
张力、秩序和“符号与意义的多层结构”四、文本解读法--细读法与寻找语义学因素的解读第二章　
求异与创新--俄国形式主义的文本学追求一、文本理念--从文学的独立性与特殊性出发二、文本建构
原则--反常化三、开拓与局限：未走到顶峰的文本学第三章　关注叙事文本--法国结构主义与叙事学
一、叙事文本的多重阅读二、叙事文本的多种结构三、由结构主义文论到叙事学第四章　超越文本中
心论--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解释学、现象学、接受美学与其他文本接受理论一、没有内核的文本
“洋葱” --后结构主义二、文本之构的“解析”与“释放”--解构主义三、理解文本与“进八”文
本--解释学、现象学、接受美学以及其他文本接受理论第五章　继承、兼容与开拓--新叙事学对文本
学研究的贡献一、不稳定的故事--事件研究的深入二、不可靠的叙述--分类标准的细化三、关于“伦
理转向”四、探寻“可能的世界”--来自电脑世界的启示五、走出文学的叙事学第六章　汉语文本的
独特性一、汉字与文本二、词句与文本三、文本单位与文本第七章　中国古代辨体分类中的文本观念
一、“体”的敏感与文本辨识二、辨体分类中的功过得失三、《文心雕龙》中的文本思想第八章　中
国古代小说理论中的文本观念一、小说地位论--从卑微论到救国论二、文本中心论--从金圣叹的“意
在于文”说起三、叙事体制的探寻--从史体到稗体四、文本构成论--小说评点中的有机整体观五、文
本阅读论--细读法在中国第九章　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中的文本观念一、诗歌功效论--“诗为儒用”与
“文须放荡”二、诗歌接受论--品味与妙悟三、诗歌经营论--活法与死法第十章　文本观念的中西比
较与综合分析一、文本的结构与图像二、文本的意义与读解三、文化、审美与哲学：文本学研究的三
个发展方向第十一章　文本学视野中的超文本研究一、超文本--文学作品的非线性存在二、超阅读--
赛伯空间的追风之旅三、超写作--文本之城中的任意穿梭附录　中国四大名著的文本分析后记　工作
着是美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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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文本建构原则——反常化　　为了弄清楚俄国形式主义的文本建构原则，我们需要再次回到
他们的形式观上来。
形式主义者的确打出了“形式主义”的旗帜，但他们的形式不是二元论意义上的形式，而是与内容融
为一体的形式，因此不能随意给他们扣上形式至上的帽子。
在某种意义上，俄国形式主义是对传统的形式主义的一种纠正。
形式主义者反对约定俗成的内容与形式之划分，他们所谈的形式经常涉及主题、题材、人物与意义，
这些因素过去是被当作内容来对待的，这种超越藩篱的行为引发了最初的结构主义运动。
形式主义者不能想像脱离内容的形式，他们认为艺术中任何内容都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形式，形式是一
定内容的表达程序，空洞的程序是不可思议的；他们也不能想像没有形式的内容，因为艺术中不存在
没有得到形式体现即没有给自己找到表达方式的内容。
日尔蒙斯基对传统的内容形式二分法有过批判，他说：“（内容与形式）这种划分有些含混不清。
它使人以为，内容（心理或思想的事实——爱情、郁闷、悲剧性的世界观等等）在艺术中所处的状态
与其在艺术之外是相同的。
在研究者的意识中，常浮起习惯的、不尽科学的比喻：形式即器皿，里面注入的液体便是固有的不变
的内容，或者说，形式即包裹躯体的衣裳，而里面的躯体与其没有裹进衣裳之前的状态是一样的。
这就导致把形式理解为一种可有可无的外表装饰，同时也导致把内容当作美感以外的现实性去研究，
这种现实性在艺术里仍保留了自己从前的性质（心灵痛苦或抽象思想的），它不是按艺术的特有规律
，而是按经验世界的规律构成；也就是说，这种情况导致人们去比较达吉雅娜的性格和俄罗斯少女的
心理，去用精神病理学方法研究哈姆雷特型人物，去争论某个程式化的舞台场景在心理上的可能性如
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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