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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这三种不同含义揭示出不同的文学观念：其一，从文化角度来看待文学，即把文学看成是
一种文化形态，这与《牛津文学术语词典》对文学广义的解释相近；其二，从审美功能考察文学，认
为文学是“美的艺术”，这也是韦勒克《文学理论》的观点；其三，值得注意的是提出了“折中义文
学”这一文学类型，相当于韦勒克《文学理论》中所说的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作品，亦即我们所说的
亚文学。折中义文学的出现，乃是因为文学与非文学界限或广义文学与狭义文学界限的模糊。那么如
何确定折中义文学呢？《文学理论教程》认为： 当狭义文学和审美的文学观念确立并具有普遍有效性
以后，某些介乎广义文学和狭义文学之间的现象。如某种新文体、边缘文体或实验文学，往往难以按
确定标准归类，而只能按某种惯例去加以模糊的或相对的界说。而惯例是指人们在使用文学概念时，
有意或无意地遵循或建立的某种未经言明而又约定俗成的规范。 《文学理论教程》试图通过惯例来区
别文学与非文学，既有一定的可行性，也存在一个理论确认问题。 其实，对于究竟什么是文学，一直
存在着不同的认识。英国著名文学理论家特雷·伊格尔顿在其著作《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导言中
，以“文学是什么？”为题，详尽地梳理了关于文学的种种定义，这里不妨作一简要引述。 伊格尔顿
首先认为将文学“定义为虚构（fiction）意义上的‘想象性’（imaginative）写作——一种并非在字面
意义上追求真实的写作。但是，只要稍微想一想人们通常用文学这一标题所概括的东西，我们就会发
现这个定义是行不通的。”他通过列举一些著名的并不具有虚构性和想象性而被看作是文学的文本说
明“事实”与“虚构”的区分对于判断文学与否似乎并无多少帮助。他还指出，在16世纪末与17世纪
初的英国文学中，小说一词似乎被同时用于指称真实的和虚构的事件，而且甚至新闻报道也很少被认
为是事实性的。小说和新闻报道既非全然事实，也非全然虚构，那么对这些范畴的明确区分在此根本
就不适用。伊格尔顿这个看法应该说是针对上述以韦勒克为代表的将虚构性、想象性作为文学根本特
征的观点而言的。 接着，伊格尔顿围绕俄国形式主义者的文学观作了阐释。在形式主义者那里，文学
的定义并不在于它的虚构性或想象性，而是因为它以种种特殊方式运用语言。文学是一种写作方式，
代表一种“对普通语言所施加的有组织的暴力”（罗曼·雅各布逊）。文学改编和强化普通语言，系
统地偏离日常言语。对此，伊格尔顿着重分析梳理和“使陌生”造成语言的诗性之美在文学和非文学
语境中的表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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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亚文学生产与消费研究》将亚文学置于文学转型背景下研究其形态特征以及生产和消费机制，正是
迎合了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和批评以及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需要。其具体价值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
亚文学概念的提出以及相关文本形态研究在国内学界具有开拓性意义（此前国内尚无严格意义的“亚
文学”概念及其研究）。二是研究亚文学的生产与消费以及经济文化价值，对于促进亚文学本身的发
展有其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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