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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语言观是罗蒂反本质主义的逻辑起点，它直接关联并决定其反本质主义、真理观、历史观、文学观、
文化观乃至政治观等。
罗蒂反本质的理论来源丰富，但论者对“历史主义”与“浪漫主义”之举足轻重未有足够认识。
罗蒂反对与实在同构的真理“符合论”，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世界的存在，我们仍可作出确切的真假
判断。
罗蒂反本质主义之后走向了“泛关系论”、“关系主义”，这种关系式思维最重要的理论来源是结构
主义。
关系主义可以有效应对盛行的“相对主义”指责。
关系主义不再钟情于总体性。
布迪厄的理论与关系主义相互发明，又作出了重要补充。

罗蒂较早指出（文学）理论是一种新文类，但却背上了“反理论”的恶名，伊格尔顿与萨义德等的此
类批评均为漫画式的。
罗蒂尤重理论的实用性，反对科学崇拜。
文学教育不能低估文学理论，应在理论资源与中国问题相遇时复杂而曲折的情节上多下功夫。
流行的审美价值与文学性皆与文学本质无缘，文学应该置于多种关系的网络中定位，文学的阐释亦是
如此。
但罗蒂打碎“使用文本”与“诠释文本”之间的疆界并将诠释仅仅归结为出于不同目的之使用又与关
系主义相悖。
罗蒂赞同布鲁姆对经典启迪价值的推崇导致其对文化研究存在偏见，而其根本原因是他与“文化左派
”间有着严重的政治分歧。
罗蒂重估现代主义宣告了对线性的、目的论式历史观的抛弃，这有助于我们反思以往的文学史写作。
“后哲学文化”中的文学批评的主要方法是词汇的再描述，它以理解诸种事物怎样关联为要务，试图
解开文化中纠缠的千头万绪。

放弃对不变本质的追求之后，我们迎来的是文学文化，想象力是其进行救赎的惟一源泉。
这种观点来自昆德拉，但与罗蒂的乐观相比，昆德拉较为清醒地指出了文学文化已经和正在遭受的侵
蚀。
这对罗蒂的论述起着拾遗补缺之效。
文学文化中的知识分子是先锋不再的文化英雄，而其人文知识分子十一条显然又寄托着理想与厚望。
在反本质主义的理论视野下，大写的乌托邦土崩瓦解。
没了乌托邦，人们会更加务实，致力于“零星工程”。
乌托邦退场后带来的并非悲观厌世，而是自信与坦然：所有我们对社会历史的想象都取决于关系的博
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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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王伟编写的《后形而上学文论——以罗蒂为样本》的整体定位是着眼当下的基础性理论研究，以期能
为相关的应用性研究刷新思想、开阔眼界。
本书的聚焦点在关系主义，确切地说是罗蒂的关系主义——这也是南帆所论关系主义的重要来源。
本书主要探索如下问题：罗蒂的反本质主义起点在哪里？
主要有什么理论资源？
反掉了不变的本质之后又该怎么办？
作为取代本质主义的关系主义与结构主义有何异同？
它又如何面对呼声甚高的相对主义的指责？
罗蒂关系主义视野下的文学理论的细部有何洞见，又有哪些可以商榷？
有哪些理论家与其有类似的弊病或卓识？
在罗蒂构想的后形而上学文化——文学文化——舞台中，文学与哲学各自扮演怎样的角色？
知识分子为何在这种文化中失去了曾经的先锋地位？
诗人为何又升格为文化英雄？
在这种文化中罗蒂能够妥善处理好他所倡导的反讽与团结之间的关系吗？
自我在该种文化中如何定位自身？
如何对待文化差异？
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关系主义)的关捩点在哪里？
关系主义怎么看待政治维度的问题？
没有了本质的乌托邦之后我们的日子该怎么过？
弄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反本质主义，有助于关系主义的完善，也能给建设中国文学理论添砖
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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