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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时三年，这本《文学社会学新编》终于杀青。
在不少大学教材质量堪忧的今天，我们无意于徒增其中注定被人遗忘的一本。
本书自然称不上国内对文学社会学最早的介绍，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有十多部翻译和研究著作问世，
前人的译介之功不可抹杀。
不过，相关论述的偏颇和含糊之处不在少数。
鉴于此种现状，本书在解读经典文本的基础上，尤其注重对这一研究方向的发展脉络、主要方法和各
种思考的勾勒，以及不同研究取向之间关系的辨析。
至于这?努力的成效如何，自有高明读者的公断。

　　本书每章均由两部分组成：一、经典文本阅读；二、相关问题概说。
“经典文本阅读”由经典文本、作者简介、背景知识和文本解读四个部分组成。
所谓“经典文本”，当然都是较有代表性的作品。
不过，我们不会吹嘘这就是最佳选择。
对于我们可能遇到的责难，即本书没有选录中国的相关论述，也许有一种回答，即大多数“中国观点
”可以归人本书“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文学与社会”，一章。
然而，我们还找不到能与本书选录的文章平起平坐的经典文本。

　　本书中约三分之一的经典文本是我们自?翻译的，这其中约一半是首次译介到中国。
尽管这些选文中的部分篇目国内已有译本，但是考虑到译文的质量，我们选择了重译。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译文完美无缺，疏漏亦在所难免。
此外，为了方便读者的阅读和理解，编者对部分所选译文中的明显错误或不妥之译(个别字句)做了必
要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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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概　论
　导　论　“文学社会学”的历史、理论和方法　
　　一、文学社会学研究的语境　
　　二、文学社会学思想的萌芽期　
　　三、20世纪上半叶的理论思考　
　　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发展
　　五、文学社会学的定位
　第一章　“文学社会学”的史前史：以19世纪法国论述为中心
　　第一节　经典文本阅读
　　　一、作家的独立性以及戏剧对风尚和趣味的影响
　　　二、《英国文学史》导论　
　　　三、实验小说论　
　　　四、《以社会学视角看艺术》序言　
　　　五、圣伯夫之后　
　　第二节　相关问题概说
　　　一、“文学是社会表现”：斯达尔夫人、波纳德和托克维尔
　　　二、孔德和他的时代：“实证主义成了大家的口头禅”
　　　三、丹纳的艺术哲学
　　　四、实证主义、　自然主义和左拉：　文学应以科学为指导　
　　　五、居约的“失范”，或审美冲动的社会性
　　　六、朗松提出的文学社会学“规律”
　第二章　“文学社会学”总论
　　第一节　经典文本阅读　
　　　一、《文学，通俗文化，社会》导言
　　　二、文学社会学　
　　　三、文学社会学在文学学和社会学中的地位　
　　　四、艺术社会学论纲　
　　第二节　相关问题概说
　　　一、洛文塔尔：文学社会学的传统与挑战
　　　二、埃斯卡皮论社会中的文?：　既是“文学的”也是“社会的”
　　　三、西尔伯曼“由下而上的”美学：“让文学的社会活动出来说话”
　　　四、阿多诺论“艺术的社会性偏离”，或“不合群的艺术”
第二编　“文学社会学”诸流派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文学与社会”
　　第一节　经典文本阅读
　　　一、从社会学观点论十八世纪法国戏剧文学和法国绘画
　　　二、马克思主义批评任务提纲　
　　　三、问题在于现实主义　
　　　四、论“国家的一人民的”概念　
　　第二节　相关问题概说
　　　一、俄国“文学社会学”批评的两大传统
　　　二、马克思主义的“文学一社会”视野
　　　三、列宁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第四章　经验实证的“文学社会学”　
　　第一节　经典文本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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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读者　
　　　二、文学之特殊社会学的探讨范围　
　　　三、作者与社会　
　　　四、艺术消费的中介
　　⋯⋯
第三编　专题与范例
人名索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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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对语言亦复如此：它是我们的甲壳和触角，它保护我们不受别人的侵犯，并为我们提供有关
别人的情况，它是我们的感官的延长。
我们处在语言内部就像处在自己身体内部一样；我们在为抵达别的目的而超越语言的同时自发地感到
它，就像我们感到自己的手和脚一样；当别人使用语言的时候，我们对它有感知，就像我们感知别人
的四肢一样。
有亲身体验到的词，也有邂逅相逢的词。
不过在这两种情况下，事情都是在一项事业的过程中发生的，不管是我自己着手一项关涉别人的事业
，还是别人进行一项关涉到我的事业。
语言是行动的某一特殊瞬间，我们不能离开行动去理解它。
[⋯⋯]如果小说从来不过是从事某一事业的特别合适的工具，如果只有诗人能不怀功利的目的审视词
语，那么人们就有权首先向小说作者发问：你为什么目的写作？
你投入了什么事业？
为什么这项事业要求你写作？
而且这个事业无论如何不会以单纯审视词语为目的。
因为直觉是静默，而语言的目的是沟通。
无疑语言也能把直觉的结果固定下来，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匆匆涂在纸上的几个词就足够了：作者本人
总会辨认出其中意思的。
如果词为力求明晰而组成句子，那么必定有一个与直觉，甚至与语言本身无关的决定在里面起作用：
决定向别人提供取得的结果。
人们在任何场合都应该要求知道做出这一决定的理由。
我们的饱学之士们太爱把常情常理抛在脑后，而常情常理反复告诫的也正是这一点。
人们习惯向所有有志写作的年轻人提出这个原则性问题：“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这话应该理解成：有什么值得说的话要说吗？
但是，如果不借助一种超验性的价值体系，又怎么理解什么话值得说呢？
再说，即便我们只考虑作为事业的次要结构的语言瞬间，纯文体学家的严重错误在于他们认为语言是
一阵清风飘过事物的表面，它轻轻地触拂事物但不改变它们。
他们错在认为说话的人不过是个证人，他用一句话来概括他与世无争的静观行为。
殊不知说话就是行动：任何东西一旦被人叫出名字，它就不再是原来的东西了，它失去了自己的无邪
性质。
如果你对一个人道破他的行为，你就对他显示了他的行为，于是他看到了他自己。
由于你同时也向所有其他人道破了他的行为，他知道自己在看到自己的同时也被人看到；他不经意做
的动作这一来就如庞然大物那样存在，为所有人而存在，它与客观精神相结合，它获得新的规模，它
被回收了。
这以后，他又怎么能照原来的方式行动呢？
或者出于固执，他明知故犯，或者他放弃原来的行动。
所以我在说话时，正因为我计划改变某一情境，我才揭露这一情境；我向自己，也向其他人为了改变
这一情境而揭露它；我触及它的核心；我刺穿它，我把它固定在众目睽睽之下；现在它归我摆布了，
我每多说一个词，我就更进一步介入世界，同时我也进一步从这个世界里冒出来，因为我在超越它，
趋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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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学社会学新编》为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文艺学系列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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