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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人对萨特的名字并不陌生。
新时期之初，中国思想界曾掀起过一股“萨特热”。
若追溯得更早的话，20世纪40年代萨特的作品就已经被介绍到中国，50年代萨特和波伏娃访问了中国
，60年代更有介绍存在主义的著作和萨特作品出版。
萨特的思想之所以在新时期再次受到关注，固然与1980年4月15日萨特辞世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契合了
“文革”后中国学人的精神需求，萨特提出的“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等命题促使人们重新
思考人生的价值与意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人对萨特的认识更为丰富。
萨特既是一个存在主义哲学家、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个文学家。
他把深刻的哲理带人小说和戏剧，并在小说和戏剧研究上有独到的见解。
如果说阎伟这本书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在于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叙事的角度考察、发掘、提
炼和阐述萨特的叙事理论。
这一独到的角度不仅对于萨特研究且对于中国叙事理论的建设都具有特别的意义。
它提示我们，经典叙事学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其深厚的基础，其中萨特的叙事理论就是一块丰腴
的土地，叙事理论的研究可以而且应该向中外历史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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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萨特的叙事之旅：从伦理叙事到意识形态叙事》通过对萨特文论和创作在叙事时间、叙事角度
和叙事结构等方面的考察，将萨特的叙事理论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分别命名为“伦理叙事”和“意识
形态叙事”，并集中阐发了这两种叙事模式的形式基础和形式特征，具体说明了这两种叙事模式下的
不同的审美效果。
该书思路清晰，观点明确，材料翔实。
在对萨特文学思想与创作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结合、小说叙事学和小说社会学的结合上
，以及对萨特伦理叙事、意识形态叙事话语模式及特征的深入分析和具体展开上有一定突破。
研究成果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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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阎伟，1969年生，湖北省鄂州市人。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讲授外国文学史课程。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05级文艺学博士研究生，师从于胡亚敏教授，研究方向为外国文学与文艺理论
。
博士论文题目为《萨特的叙事之旅——从伦理叙事到意识形态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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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模棱两可的伦理学”强调了人们处境的两难、选择的两可和判断上的犹
疑，这种无可无不可的伦理态度是否将人们拖向悲观绝望的深渊呢？
实际上，萨特并非如后现代主义的某些思想那样，否定所有的普遍价值。
如果那样的话，自由就没有根基，也失去了争取的必要。
但他也不像康德那样认为有所谓绝对的道德标准，在他看来，伦理学目标或理想可以是普遍的，但道
德准则应该是模棱两可的。
　　他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指出，人们指责存在主义强调人类处境的阴暗面，描绘卑鄙、
肮脏、下流的事情，并抹杀了人类的一致性，孤立地看待人类，这是不确的。
实际上，存在主义只是根据无神论的立场，告诉人们即使是上帝存在也救不了他.人们需要找到自己，
通过行动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存在主义是一个行动的学说，它的用意丝毫不是使人陷入绝望，而是使人警醒、催人奋进。
在萨特看来，如果说存在主义绝望的话，那也和基督教的绝望毫不相同，基督教的绝望是什么都不信
仰了，而存在主义的绝望是，上帝不在以后，人类没有他助，只有人自身才是唯一的信仰。
　　存在主义虽然在人们选择时无法提供任何法则，但它并不是一种荒谬而绝望的哲学。
它鼓励人们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不管输赢如何，重要的是要有搏的勇气。
所以，在《模棱两可的伦理学》的最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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