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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一：&ldquo;我是惟一一个逃出来向你报信的人&rdquo;墨哲兰　　我只能作为一个读者面对王
琢先生的博士学位论著，《想象力论：大江健三郎的小说方法》，而且这种面对具有&ldquo;
我&rdquo;与&ldquo;陌生者&rdquo;的解释学特征：　　初次阅读中，是什么浮现出来搭成可理解
的&ldquo;桥&rdquo;？
　　我同时在导读海德格尔的《从一次关于语言的对话而来&mdash;&mdash;在一位日本人与一位探问
者之间》。
那位&ldquo;日本人&rdquo;是东京帝国大学的手冢富雄教授。
其时（1954年），大江健三郎才十九岁，两年后升人东京大学读法国文学专业。
日本人很有意思，战前迷德国现代哲学如海德格尔，战后迷法国现代文学如萨特。
大江健三郎赶在后面的浪潮中了。
　　顺便插一句，在西学取向上，中国人似要比日本人早退一个世纪，即更倾向于古典，如较之海德
格尔的黑格尔，较之萨特的马克思。
换句话说，我们进入现代的心态要比日本人老，因为更爱一元独裁的决定论。
　　五十年代，大江健三郎深受其影响的主任教授渡边一夫博士，与访问海德格尔的手冢富雄教授，
应属同代人，或许还都感受着熟谙德法两国哲学而又独具审美气质的九鬼周造伯爵及其名著《粹（Iki
）的构造》的影响吧。
　　女概是这个非常表面的原因，使我在阅读《想象力论》时，自然带着一个海德格尔式的问题
：&ldquo;能够用西方的概念系统去解释日本的文学本质吗？
&rdquo;换句话说，大江健三郎走向世界，是否像黑泽明的《罗生门》，无非是把日本文学用欧美的概
念和技术对象化为欧美人习惯认同的东西？
　　其背后更深的探问乃在于，同样受西学的影响，日本人能作为&ldquo;日本人&rdquo;走向世界，
那么，中国人就能作为&ldquo;中国人&rdquo;走向世界，如同海德格尔作为&ldquo;德国人&rdquo;、萨
特作为&ldquo;法国人&rdquo;走向世界一样；三者的比较如何可能？
　　坦白地说，这是我读王琢博士论著的前理解预设。
我要在这个预设下看大江健三郎的&ldquo;想象力&rsquo;&rsquo;究竟能想象到什么程度？
　　从王琢的论著中可以看出，大江健三郎的西学谱系是法国的萨特、加斯东&middot;巴什拉、英国
的布莱克、德国的本雅明。
他从这些人的埋论中吸取有关&ldquo;想象力&rdquo;、&ldquo;经验&rdquo;、&ldquo;体验&rdquo;及
其&ldquo;结构&rdquo;的思想资源，为了用于自己的小说创作与评论实践。
　　这些人的&ldquo;想象力&rdquo;理论其实并不重要，大江健三郎的&ldquo;问题&rdquo;在哪里以由
它决定的想象力&ldquo;取义&rdquo;走向了怎样的&ldquo;解决&rdquo;，才是重要的。
例如，&ldquo;想象力&rdquo;&mdash;&mdash;究竟是&ldquo;去蔽&rdquo;、&ldquo;否定&rdquo;，还
是&ldquo;超越&rdquo;、&ldquo;还原&rdquo;；究竟是&ldquo;构成意象&rdquo;，还是&ldquo;改变意
象&rdquo;；究竟&ldquo;意识&rdquo;是由&ldquo;知觉与想象力&rdquo;构成，还是由&ldquo;记忆一知
觉一想象&rdquo;构成；究竟&ldquo;想象力&rdquo;最后赋？
神秘的&ldquo;预言&rdquo;所预言到的是&ldquo;死的黑暗&rdquo;，还是&ldquo;生的光明&rdquo;
；&mdash;&mdash;根本不是一个谁对谁错的二值逻辑问题，重要的是大江健三郎借此由西方转回日本
转回自身的解释动机与向度。
　　大江健三郎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已经不满&ldquo;私小说&rdquo;传统对小说空间的限制。
&ldquo;私小说&rdquo;传统排斥&ldquo;想象&rdquo;，认定&ldquo;想象&rdquo;就是&ldquo;虚
构&rdquo;、&ldquo;不真实&rdquo;，就是&ldquo;谎言&rdquo;。
也就是说，&ldquo;真实&rdquo;，主要是&ldquo;个人的日常的真实&rdquo;成为&ldquo;私小说&rdquo;
的生命线。
为了这种&ldquo;真实&rdquo;，日本小说不仅从&ldquo;社会性&rdquo;缩回到&ldquo;私人性&rdquo;以
至&ldquo;私密性&rdquo;的内心，喊出&ldquo;脱政治&rdquo;的口号，而且更走向极端，即&ldquo;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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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去寻找现实人生中难以体验的苦难，诸如婚外恋、近亲乱伦等有违于普遍性日常认识的畸形化生活
，进而在这种烦恼一迷惘一苦难中营造出酷似真实的私小说&rdquo;（见&ldquo;绪沦&rdquo;）。
　　早于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川端康成，恰恰足以&ldquo;私小说&rdquo;的传统风
格&ldquo;走向世界&rdquo;的。
　　我们暂且按东方人目前的眼界把得&ldquo;诺贝尔奖&rdquo;当作&ldquo;走向世界&rdquo;的标识。
这个&ldquo;世界&rdquo;其实是西方人的世界，以西方人的尺度为尺度，也就是说，是西方人将（他
们的）世界&ldquo;世界化&rdquo;了。
眼下我们只能接受这个事实。
如何使世界还原成世界人的世界，那要看&ldquo;诸神&rdquo;之强力与智慧的较量程度来决定。
此系题外话。
　　不论是日本还是中国，川端康成似乎都可以作为这样一种文化民族性的证明：&ldquo;愈是民族的
愈是世界的。
&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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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丛书名为&ldquo;比较诗学丛书&rdquo;，共包括四本专著，分别是：《审美的现代性追求》（
王义军著）、《郭沫若早期心灵诗学》（伍世昭著）、《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发韧与演变》（傅莹著）
和《想象力论：大江健三郎的小说方法》（王琢著）。
这些著作，有对中国文学理论学科史的研究，有对某一作家诗学命题、创作方法的探讨，还有从创作
实践中发现、建立起来的话语体系。
四本书所论的问题，都是在近百年来文学、学术变迁的历史反思中突现出来的，而且这些问题都与二
十世纪东西文化或中西文化相遇、碰撞、交融密切相关，对问题探讨运用的都是比较的方法。
在比较方法的运用上，既涉及东西或中西方的影响比较，也涉及传统与现代的比较；在讨论传统与西
方影响时，还引入文化互释的方法，以便进一步读解对象，走近所研究问题理论的&ldquo;真
实&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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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琢（1958-)（满族）辽宁绥中人，1985年毕业干东北师范大学日语系，学士学位；1988年毕业于吉林
大学日本研究所日本语言文学专业，硕士学位；2002年毕业于暨南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博士学位
。
1988年起至今，任教于海南大学；现任海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从2003年4月起，日本文部科学省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特别研究员，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博士后研究
。
1995年，译著大江健三郎《个人的体验》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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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比较诗学丛书》总序    饶芃子序一：“我是惟一一个逃出来向你报信的人”    墨哲兰序二：小说是
怎么写的?    严绍*第一章  绪论  一  以“想象”为核心的理论批评  二  想象性真实与形象的分节化：私
小说批判  三  政治的想象力：“天皇制”批判，第二章  大江想象力论的源流  一  从形象到想象力  二  
改变形象的想象力  三  预言一神话与想象力第三章  作为创造原理的想象力  一  “活字”的形象  二  想
象力与经验  三  想象力与体验第四章  语言、形象与想象力  一  语言的文体化与活性化  二  想象力与形
象的分节化第五章  政治的想象力  一  想象力与文学介入  二  全体化：核时代的想象力  三  边缘化：民
众共同的想象力第六章  余论  一  写什么——想象力的生产(一)  二  怎样写——想象力的生产(二)附录
一：大江健三郎与诺贝尔文学奖    ——兼及中国当代文学的思考附录二：文学应该给人光明    ——大
江健三郎与莫言对话录附录三：大江健三郎创作年谱参考书目人名与术语索引后记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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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一：“我是惟一一个逃出来向你报信的人”  墨哲兰我只能作为一个读者面对王琢先生的博士学位
论著，《想象力论：大江健三郎的小说方法》，而且这种面对具有“我”与“陌生者”的解释学特征
：    初次阅读中，是什么浮现出来搭成可理解的“桥”?    我同时在导读海德格尔的《从一次关于语言
的对话而来——在一位日本人与一位探问者之间》。
那位“日本人”是东京帝国大学的手冢富雄教授。
其时(1954年)，大江健三郎才十九岁，两年后升人东京大学读法国文学专业。
日本人很有意思，战前迷德国现代哲学如海德格尔，战后迷法国现代文学如萨特。
大江健三郎赶在后面的浪潮中了。
    顺便插一句，在西学取向上，中国人似要比日本人早退一个世纪，即更倾向于古典，如较之海德格
尔的黑格尔，较之萨特的马克思。
换句话说，我们进入现代的心态要比日本人老，因为更爱一元独裁的决定论。
    五十年代，大江健三郎深受其影响的主任教授渡边一夫博士，与访问海德格尔的手冢富雄教授，应
属同代人，或许还都感受着熟谙德法两国哲学而又独具审美气质的九鬼周造伯爵及其名著《粹(Iki)的
构造》的影响吧。
    女概是这个非常表面的原因，使我在阅读《想象力论》时，自然带着一个海德格尔式的问题：“能
够用西方的概念系统去解释日本的文学本质吗?”换句话说，大江健三郎走向世界，是否像黑泽明的《
罗生门》，无非是把日本文学用欧美的概念和技术对象化为欧美人习惯认同的东西?    其背后更深的探
问乃在于，同样受西学的影响，日本人能作为“日本人”走向世界，那么，中国人就能作为“中国人
”走向世界，如同海德格尔作为“德国人”、萨特作为“法国人”走向世界一样；三者的比较如何可
能?    坦白地说，这是我读王琢博士论著的前理解预设。
我要在这个预设下看大江健三郎的“想象力’’究竟能想象到什么程度?    从王琢的论著中可以看出，
大江健三郎的西学谱系是法国的萨特、加斯东·巴什拉、英国的布莱克、德国的本雅明。
他从这些人的埋论中吸取有关“想象力”、“经验”、“体验”及其“结构”的思想资源，为了用于
自己的小说创作与评论实践。
    这些人的“想象力”理论其实并不重要，大江健三郎的“问题”在哪里以由它决定的想象力“取义
”走向了怎样的“解决”，才是重要的。
例如，“想象力”——究竟是“去蔽”、“否定”，还是“超越”、“还原”；究竟是“构成意象”
，还是“改变意象”；究竟“意识”是由“知觉与想象力”构成，还是由“记忆一知觉一想象”构成
；究竟“想象力”最后赋?神秘的“预言”所预言到的是“死的黑暗”，还是“生的光明”；——根本
不是一个谁对谁错的二值逻辑问题，重要的是大江健三郎借此由西方转回日本转回自身的解释动机与
向度。
    大江健三郎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已经不满“私小说”传统对小说空间的限制。
“私小说”传统排斥“想象”，认定“想象”就是“虚构”、“不真实”，就是“谎言”。
也就是说，“真实”，主要是“个人的日常的真实”成为“私小说”的生命线。
为了这种“真实”，日本小说不仅从“社会性”缩回到“私人性”以至“私密性”的内心，喊出“脱
政治”的口号，而且更走向极端，即“刻意去寻找现实人生中难以体验的苦难，诸如婚外恋、近亲乱
伦等有违于普遍性日常认识的畸形化生活，进而在这种烦恼一迷惘一苦难中营造出酷似真实的私小说
”(见“绪沦”)。
    早于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川端康成，恰恰足以“私小说”的传统风格“走向世界”的。
    我们暂且按东方人目前的眼界把得“诺贝尔奖”当作“走向世界”的标识。
这个“世界”其实是西方人的世界，以西方人的尺度为尺度，也就是说，是西方人将(他们的)世界“
世界化”了。
眼下我们只能接受这个事实。
如何使世界还原成世界人的世界，那要看“诸神”之强力与智慧的较量程度来决定。
此系题外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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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是日本还是中国，川端康成似乎都可以作为这样一种文化民族性的证明：“愈是民族的愈是世
界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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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想像力论：大江健三郎的小说方法》有两种印刷封面，随机发货！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想象力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