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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所讨论的问题，除了文学（特别是小说）的叙事和修辞之外，亦涉及一般文学现象，尤其是文学
及其功能的历史演变。
在我看来，20世纪的文学研究，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受其影响的中国，固然发现和发明了一系列的
规范、模式、概念和方法，但也堆积了不少成见、偏失甚至是谬误。
我以为，在文学面临大规模衰退的今天，重新来清理这些历史的堆积物和分泌物，正当其时，因为这
关系到文学可能的新生和出路。
本书的写作，主要以小说这一文体为考察对象，对文学写作、批评和理论的诸多方面进行初步的辨析
。
关于写作本书更深一点的动机，读者可参看“导言”一节，此处不再赘述。
剩下的或许还有一个微不足道的愿望，那就是与读者分享小说与文学之美。
文学虽为失败者的事业，然物有独至，小道可观。
因积授课、创作所思和暇日阅读所感，以无益遣有涯，而成此书。
野人献芹，求教于博识通雅之士而已，岂有焦桐中郎之望？
胡砚秋、王清辉、陆楠楠三位在读研究生，分别通读了全稿，提出修改意见并帮助订正字句。
清辉更于盛夏酷暑之中，承担录入全部文字的工作，在此一并郑重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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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学的邀约》所讨论的问题，除了文学(特别是小说)的叙事和修辞之外，亦论及一般文学现象
，尤其是文学及其功能的历史演变。
当今的文学写作，就其要点而言，通常涉及以下四个方面：经验及其呈现方式、作者与读者、时间与
空间、叙事语言。
作者在细读中外文学作品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叙事的传统资源，对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逐一进行了论
述和辨析。
《文学的邀约》还希望对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和18世纪以来的现代文学观念的诸多方面，进行初步的
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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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格非，原名刘勇，男，1964年8月生于江苏丹徒。
1981年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土学位。
1985年毕业后留校，任中文系助教、讲师(1987)、副教授(1994)、教授(1998)。
现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迷舟》、《青黄》、《戒指花》等，中篇小说《相遇》、《傻瓜的诗篇》、《
不过是垃圾》等，长篇小说《欲望的旗帜》、《人面桃花》、《山河入梦》等；主要论著有《小说叙
事研究》、《卡夫卡的钟摆》等。
曾获华语传媒杰出成就奖，鼎钧双年文学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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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亚洲，面对现代文学这一概念提出质疑并加以批判的，是日本的柄谷行人。
他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并非通过回溯传统来揭示现代与传统的分裂，而是追溯日本现代文学是
如何起源的，特别重要的，是这种起源如何构建了文学观念、特质乃至手法方面的一系列的“颠倒”
。
事实上，在西方现代性的威胁和影响之下，亚洲国家的现代文学进展较之于西方现代文学，并不是次
一级的存在，相反，它比西方更为典型和复杂。
正由于这个原因，柄谷的这部著作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思考。
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译本（2003）的序言中，柄谷行人通过对nation一词的词源学分析，揭示
出这一概念一旦确立，它是如何改变并遮蔽实际上的社会现实和历史的。
他认为，“民族国家成立后，人们将以往的历史也视为国民的历史来叙述，这正是对nation起源的叙
事。
其实，nation的起源并非那么古老遥远，毋宁说就存在于对旧体制的否定中。
”从文学角度来看，情形也大致相仿。
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谈到的那样，现代主义一旦确立并获得合法性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在18、19世纪
乃至更远的历史中追溯其起源，仿佛文学现代主义不是一个全新的东西，而是传统的自然延续，只不
过是现代主义的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典型阶段（很多人认为还是“最高的阶段”，比如“后现代主义”
一词的发明，就是这种意识的集中反映）。
而整个现代文学也在追溯它的传统起源，仿佛现代文学产生以前的全部文学史都是对它的出现所做的
必要准备。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柄谷行人在批判现代文学的同时，强烈反对追溯起源走得太远而落人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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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学的邀约》：写作固属不易，阅读又何曾轻松？
我们所面对的文本实际上不过是一系列文字信息而已，它既在语法的层面上（为我们经验所熟知）陈
述事实，也在隐喻的意义上形成分岔和偏离；它既是作者情感、经验和遭遇的呈现，同时又是对这种
经验超越的象征；既是限制，又是可能。
既然文学作品的意义有待于读者的合作，我更倾向于将文学视为一种邀约，一种召唤和暗示，只有当
读者欣然赴会，并从中发现作者意图和文本意图时，这种邀约才会成为一场宴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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