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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科研究文丛：欧洲中世纪诗学》的“诗学”有意依照这个概念的一般理解，指广义上的文学
理论。
但由于后面叙写的一千多年里，文学的体裁主要还是诗，所以到底是采用了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概
念：它的对象内容上是以模仿、虚构和创造为其特征，形式上则以诗为它的载体。
简言之，《社科研究文丛：欧洲中世纪诗学》探讨的主要是中世纪关于诗的思想和理论。
思想比较好说，因为它可以海阔天空，无所不及。
可是理论就叫人犯难，因为在但丁之前，中世纪诗学的理论建树，几乎就是空白。
国内的同类著作尚未有所见固不待言，在国外，中世纪诗学似乎同样是一个叫人不知从何说起的话题
。
这样看来，《社科研究文丛：欧洲中世纪诗学》只能抛开体系建构的奢望，老老实实，在此一时期传
世最多的神学著作中来梳理考察文学，这里主要是与诗相关的理论和思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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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陆扬，1953年生于上海1969年赴吉林省梨树县插队1985年广西师大外国文学硕士研究生毕业，1990
年复旦大学文艺学博士研究生毕业之后七年在华中师大中文系任教，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
员。
近年著作主要有《德里达：解构之维》、《中西死亡美学》、《精神分析文论》和《中世纪文艺复兴
美学》等，译著有《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和《呼啸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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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人名译名表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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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就诗人编织谎言而言，薄伽丘指出谎言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是用毕肖真理的赝品来替代真实。
但是诗人从来就不想用他的创作来诓骗他人，更何况大多数情况下，诗根本就是一种虚构故事，并不
要人信以为真。
既然如此，指责诗人撒谎便无从谈起。
其次关于神一节，古代诗人诚然写了许多的神，但是，薄伽丘说，这并不意味着弄虚作假，因为他们
既不相信又不断言这是事实，而仅仅是按照习惯把它当作一种神话或者说虚构艺术；进而视之，读维
吉尔可以发现他其实是将朱庇特视为独一无二的至高无上神，而其他的神不过是这位至高神的不同功
能。
这与基督教的独尊上帝，看来倒像是殊途同归了。
关于黛多，薄伽丘认为维吉尔这样说自有他的用意，即诗人是师法荷马，以不同于史学家的诗的虚构
方式来叙讲故事，同时揭示人类的弱点正在于人性为激情所困，并且最终通过这个故事来颂扬罗马先
祖荣光。
要之，维吉尔既然无论怎样来看都与说谎无缘，用同样方式写作的其他诗人，当然同样也不是谎言家
了。
　　《异教神谱系》卷十四第十三章 驳斥诗人说谎论的上述内容，从更大的背景上看，是首开了一个
“诗人从不撒谎”的传统。
两个多世纪之后英国锡德尼的《诗辩》中宣称诗人从不断言什么，所以他从不撒谎，继承的就是薄伽
丘的这个传统。
从好的方面看，这个传统可以成为如雪莱言诗人是先知，是立法家一类诗学的后援之一。
但即便从反面来看，这个命题似乎也有一种无懈可击的完美。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英国分析哲学言语行为理论创始人奥斯丁（J.L.Austin）在区分他所谓的“认真”和
“不认真”言语行为时所说的一段话：　　语词是不是必须说得“认真”，以便然后才能被人“认真
”对待呢？
这种看法虽是含糊，总的来看却是确切无疑的，是讨论任何话语的目的时必不可缺的一句老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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