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的绝对》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文学的绝对》

13位ISBN编号：9787544730969

10位ISBN编号：7544730964

出版时间：2012-12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作者：[法] 菲利普·拉库-拉巴尔特,让-吕克·南希

页数：394

译者：张小鲁,李伯杰,李双志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文学的绝对》

内容概要

浪漫派，或浪漫主义，在用来划分文学或艺术流派之前，在用来描述一种感觉、表述一种风格之前，
首先是一种理论，是文学的虚构能力。文学即虚构，也即文学是其自身的产物。因此更确切地说，浪
漫派是文学产生的最初时刻。当诗艺的主体与对象混杂不清时，文学却恪守其产生的法则，形成一个
封闭的绝对领域：浪漫派。这就是“文学的绝对”。十九世纪德国耶拿的一个文学团体以《雅典娜神
殿》杂志为中心，发表了一系列断片和诗歌，阐述了浪漫派的主要观点。本书《文学的绝对：德国浪
漫派文学理论》整理收录了其中最重要的文本，并加以介绍分析，最终希望解答这样一个问题：“文
学的绝对”也许存在理论上的模糊性，但它是否表达了对创作的永恒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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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绝对》

作者简介

菲利普·拉库—拉巴尔特（1940—2007），法国著名批评家、哲学家、作家，同时也是海德格尔、德
里达、拉康、策兰及德国浪漫派等方面的专家。
让—吕克·南希（1940— ），法国著名哲学家，1962年毕业于巴黎索邦大学哲学系，1987年获得国家
博士学位。作为德里达的朋友和学生，他与拉库－拉巴尔特等人构成了不同于美国式“解构”的欧洲
力量，影响深远。菲利普·拉库—拉巴尔特与让—吕克·南希近四十年的友谊被奉为法国思想界的佳
话，二人合写了《文学的绝对》、《纳粹神话》等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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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绝对》

书籍目录

前言
参考文献
纪事年表
《雅典娜神殿》目录
绪论
1．系统—主体
2．《德意志唯心主义最早的系统纲领》
一、断片
1．断片的需要
2．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批评断片集
3．《雅典娜神殿》断片集《雅典娜神殿》断片集作者一览表
二、断想
1．艺术边界的宗教
2．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断想集
3. 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论哲学——致多罗苔娅
4．谢林：海因茨韦德泼斯滕关于伊壁鸠鲁信仰的告白
三、诗
1．无名的艺术
2．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谈诗
3．A．W．施莱格尔：艺术理论
四、批评
1．典型的塑造
2．谢林：艺术哲学(导论)
3．弗里德里希施菜格尔：论批评的本质
结语
1．浪漫的歧义
2．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十四行诗《雅典娜神殿》
3．诺瓦利斯：对话
词语译解汇编
断片索引
人名索引

Page 4



《文学的绝对》

章节摘录

版权页：   首先，这种历史是依靠什么来维系的？ 按照之前列举的全部理由，我们显然必须为奇闻逸
事正名。然而，者要怀疑奇闻逸事中还有其他什么小插曲之类的东西（比如，团体的存在），由此而
来的“断片体系”的某个主要模式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那么这种小插曲就是：绝对经验主义的经验论
本质。 由此可见，进入细节是痴心妄想。然而，至少有必要进行回顾，断片的问题实际上引起了奥古
斯特与弗里德里希之间的第一个严重分歧， 这也是这个团体内部的冲突造成的第一个真正的（也是公
开的）威胁——团结一致也许从来只是弗里德里希一厢情愿的乌托邦：卡罗琳娜站在奥古斯特一边，
希望这份杂志从今往后不再发表断片——她公然反对一切“集体”写作体验，蔑视弗里德里希的这个
计划（他的计划始终数目众多，而且通常杂乱无章或令人尴尬）；其他的人几乎全部站在弗里德里希
一边，其中还有歌德的影子——魏玛，文学机制，趣味、规则、出版、学院方面的权威。造就浪漫派
的一切，甚至这项事业在某种程度上赖以维系的一切并不取决于此。总而言之，可以几乎不加夸张地
说，断片的历史就是围绕着“人们”对弗里德里希的暗中抵抗展开的一部历史；因此这种抵抗也是针
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弗里德里希所谓的“策略”（顽强、复杂和狡诈的）的抵抗：拒绝任何集体计
划（至少在已经得到验证的方式上），摒弃“断片”这个术语本身，向其他体裁（小说、书信、对话
，甚至诗歌）的实践貌似温和地过渡。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这一切并没有妨碍他固执己见、保持低
调，发表我们即将关注的《断想集》，这些断想与断片——只是断想更加短小精悍——具有不可否认
的某种血缘关系，至少是从表面上来看。 归根结底，断片化的历史与弗里德里希的经历本身关系密切
相关，由此可见，弗里德里希的经历（诺瓦利斯的命运另当别论）也就是浪漫派本身的经历。人们经
常这样说，这也没错：在这漫长的四年期间，弗里德里希是唯一的浪漫派领军人物，他坚持认为浪漫
派势在必行（实际上除了势在必行也别无其他选择），而其他人则由于不同的原因和境遇，已经开始
跃跃欲试，凭借手中之物，用学院探讨的方式对此进行处理和附议，仿佛这段历史已经到此结束，学
说已经得到确立。 断片化不仅没有停止，反而贯穿了整个浪漫派（以一种转变或一种微小的变化作为
代价），实际上，那归功于一种坚持不懈，具体地说是一个人的坚持不懈。不难发现，从这种历史的
深处，人们始终可以发现有来自外部的不满在暗中作怪，那是浪漫派的主要特征之一。然而，事实上
，弗里德里希根本不在乎已经到手的这种“斩获”，无论情愿与否，他不断地重新质疑一切——采取
某种“以退为进”的行动，人们显然不能将这种以退为进仅仅归咎于对独创性的顾虑或对标新立异的
担忧。这样的行动确实总是具有一层深化的意义，因为这也是表示不满的法则。当然也不排除可能产
生的倒退，换句话说，不排除这种行动本身多少会产生退化的表象。一般来说，始于这一时期，即《
断想集》发表时期的这个“转折”使1808年的宗教改革或1815年暖昧的政治妥协成为可能。对于懂得
阅读的人来说，像这样有关“神秘”欲望的一段历程已经全部铭刻在《断片集》之中，毫不客气地说
，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保证，强调宗教主题仅仅意味着一种“倒退”的姿态，意味着无法采取或赞成先
前的那种极端化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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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绝对》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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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绝对》

精彩短评

1、最重要的是收录了德国浪漫派理论大家施莱格尔的主要作品，《断片》《雅典娜神殿断片集》《
断想集》等。
2、这本书真的让我怀疑豆瓣的评分，竟然高达9分多，而我连读懂它都成问题，我是说LL和南希的文
论部分，也就是本书的主体。手头没有法语原文，对着英译本看了几页，翻译很有问题。当然了，双
志等人翻译的浪漫派文论（能不能叫文论？）本身是很不错，至少从中文来看是这样，可这并不是本
书的重点啊，要读浪漫派理论，并不止这一本，译者李伯杰还译过刘小枫主编丛书中的《浪漫派风格
——施莱格尔批评文集》，同志们不能主次不分啊！
3、浪漫派的愿望是无尽的生成，永恒的创造。他们（主要是施莱格尔）诉诸于断片的表现手法，以
否定的方式，描绘、又脱离了那个作为整体的、未完成的完成；这便是文学的绝对。以反体系的方法
勾画整全的企图，因而不能恰当地被称为某种主义，而是昭显了人性所能仰望的某种崇高。【一本混
合了评论和选读的导读性书籍，其特点是：掉书袋、掉书袋、掉书袋⋯⋯结果我也没看出什么很新鲜
的东西，大概是我太笨又太急了吧= =
4、最初的浪漫主义在德国，这是原创的文学、艺术思潮，这本书很有条理，很不错，还需仔细再读
5、居然忘记标上了。这本书让我最终放弃了搞明白德国人怎么思考的念头，虽然施莱格尔的信件、
文论确实是我的菜，但是奈何谢林之类的实在读得太痛苦。对着《何谓欧洲知识分子》读来稍微敢说
自己懂了一点但整体下来还是迷迷糊糊读不进去。当然不可否认，书真是好书，译者也确实很下功夫
。不敢妄加评价但似乎取消不掉评分系统，姑且4星吧。
6、周宪是哪里人，编了这么多书？在这之前看了他编了基本译著，基本上是无法阅读。拉巴尔特是
我非常喜欢的学者，读了原著再来读这本书，错得再多，也不怕了。
7、史料收集型
8、有一种无影无形无知觉的诗，它现身于植物中，在阳光中闪耀，在孩童脸上燃脸上微笑，在青年
人的韶华中泛着微光，在女性散发着爱的乳房上燃烧。
9、不甚了然。。。
10、明白了断片是什么
11、施莱格尔给领导的信写得不错。心疼莱布尼茨老师。
12、看了从康德到黑格尔那本书才接触到浪漫派的。费希特到谢林的观念论哲学是浪漫派产生的土壤
。无限的创造和永恒的生成，不断自我超越和向着神性的追求。一种文学的乡愁，创作的永恒梦想。
至少从这里可以找到当今这个时代匮乏的，我想要的东西。
13、浪漫派是文学产生的最初时刻。“文学的绝对”也许存在理论上的模糊性，但它是否表达了对创
作的永恒梦想？
14、收录了德国耶拿早期浪漫派的主要文本，有不少是第一次译出，极好。装帧极漂亮，纸张亦好。
是我见过译林的书中好的一本了！
15、赞施莱格尔致多罗苔娅
16、恩，让-吕克.南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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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绝对》

章节试读

1、《文学的绝对》的笔记-第7页

        “此在”（ce qui est）本体论的依据之所在
ce qui est（that which is），应等同于étant（存在者），而非此在（法文中或径直写为Dasein，或译为
être-là）。ce qui est之本体论（传统形而上学）所依据的是非康德式的、与此在（主体）所绝离的纯
粹客观的Erscheinung，而由先验想象力所构造的统一体其所对应的才是此在之本体论。

2、《文学的绝对》的笔记-第200页

        施莱格尔致多罗苔娅：
我自己让自己吃了一惊，我现在才明白，把我领进哲学之门的人正是你。我原来只是打算把哲学的真
谛传达给你，这严肃的意愿已经实现：友情为我指明了道路，教我把哲学同生活和人性联系起来。而
这样一来，我也把哲学的真谛传达给了自己。在我的精神里，哲学不再是孤立的，而是通过我整个人
将它的热忱传去四面八方。

3、《文学的绝对》的笔记-第19页

            从柯立芝到乔伊斯的英国传统
柯立芝？柯勒律治？

4、《文学的绝对》的笔记-第147页

        “我思的声音在荒野中哭泣”（Ego vox in deserto clamans）
译文有误。应为I (am) the voice crying in the desert，即“我是在旷野中呼喊的声音”。此处作者引用圣
经，但亦与武加大原文有出入，参见《约翰福音》1：23，“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ego vox clamantis in deserto，即I am the voice of one crying in the desert，为“我是在旷野呼喊着的人的
声音”），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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