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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学理论的研究，需要一步一步具体化，需要在一些看似平常的问题上进行深入探讨和开掘。
许多文学理论问题，表面看来是清楚明了的，可细究起来，往往会发现其中有不少缺乏具体阐释和论
证的地方。
有些文学理论的文字，洋洋洒洒、大而化之，不仅无的放矢，并且秀而不实。
就以文学批评可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文学理论这个问题来说吧，这恐怕是尽人皆知的常识。
韦勒克就说过：批评是理论的认识，或以这样的认识为其宗旨。
它的终极目的必然是有关文学的系统知识，是文学理论。
可是，这种转化到底有些什么法则或规律，真下工夫去研究者，却又不多见。
　　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之间，本是一种互动、共生的关系。
文学理论对文学批评有指导作用，反过来文学批评也能促进文学理论的发展。
至于文学批评的变迁将如何导致文学理论研究重心的转移，文学批评可能会向常规文学理论发出怎样
的挑战与启迪，文学批评的新发现作为一种“亚理论”将如何被总结、提炼和升华为新的文学理论，
这些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
隔靴搔痒，雾里看花，总觉肤浅模糊，不切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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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阐释与重构：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功能研究》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对文学理论
所做的有效积累，恰在于它预设了文学批评可能出现的一种新形态。
这一点，它是建设性的，探索性的，换句话说，是指向未来的。
也正因如此，该书才会充满信心地期待与展望这一形态，认为它将使新世纪的文学批评重获应有的功
能，并具有更强的审美阐释力和思想穿透力，从而为文学创作的繁荣、为先进文化的发展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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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饶先来，江西东乡人，2004年6月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
2004年6月分配至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长期致力于中国当代文学、文学批评与理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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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章批评话语的特征与形态　　文学批评是对文学的谈论。
在这一谈论的过程中，批评的话语也就随之产生了。
批评的谈论对象——文学——的特殊性质决定了批评话语是个体性与群体性、主观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体。
批评是一种带有感性色彩的理性认识活动。
因此，批评话语在本质上只能达到一种片面的深刻。
　　随着批评活动的主要方式由口头批评向文本批评的演进，批评不仅积累起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也
已逐步具有自己的发展形态。
批评的写作成为批评话语生产的一种主要方式。
如此，批评话语的特征主要是由批评写作的表述方式、文体结构和思想指向所决定。
　　文学批评指向的对象所具有的特殊性，使得文学批评主要解决的是“何者为美何者为丑”的问题
，而不再追问“美之所以为美，丑之所以为丑”的问题。
这一问题是由理论来解决的。
但在批评实践中，批评家的头脑里或隐或显地存在一定的“美丑”标准，他会有意无意的用之来解释
文学现象的意义和衡量文学作品的价值高低。
因此，批评话语既在逻辑关系上与理论话语和文学话语有密切的联系，又在话语形态上与这两者具有
明显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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