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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

内容概要

二十世纪形形色色的西方文论如果说有什么明显的总趋势，那就是由以创作为中心转移到以作品本身
和对作品的接受为中心，对十九世纪实证主义的批评理论和研究方法步步紧逼地否定。批评家的目光
从作者的社会背景、身世缩小到作品，从作品整体缩小到作品的语言文字，从阅读的作品缩小到作品
的阅读，以至于研究阅读而抛开作品，使批评本身成为一种创作。
二十世纪文论不再那么看重诗人英雄的创作，却强调批评的独立性，乃至宣告作品与作者无关，作品
的意义需借助读者（即批评家）才能显示出来。
大致说来，现代西方文论经历了从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再到结构主义之后发展起来的各种理论亦即后
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这样几个阶段。
俄国形式主义者雅各布森提出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笼统的文学，而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形式主义特
征，即文学性。英美的新批评派也认为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社会背景、作者身世这类“外在”因素，
而应集中注意作品的本文（text）和肌质（texture），也就是作品的文字和各种修辞手法。
在战后十年间，新批评成为英美文论的主流和正统，新批评家对文学作品条分缕析的“细读”取得出
色的成果，直到六十年代结构主义兴起之后，才失去原来的声势。
新批评以作品为中心，强调单部作品语言技巧的分析，就难免忽略作品之间的关系和体裁类型的研究
。结构主义超越新批评也正在这些方面。
结构主义把每部作品看成文学总体的一个局部，透过各作品之间的关系去探索文学的结构。
索绪尔语言学对结构主义批评影响极大，批评家把具体作品看成文学的言语，透过它去探索文学总体
的语言，于是作品不再是中心，作品之间的界限被打破，批评家的兴趣转移到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关系
以及同类型作品的共同规律。结构主义文评对体裁研究贡献不小，普洛普研究童话，列维—施特劳斯
研究神话，为结构主义文评奠定了基础，在叙述体文学的研究中成绩尤为显著。结构主义文论家都把
语言学的模式应用于文学，去研究文学的规律，甚至直接说文学的“语法”。
结构主义文评往往把同一类的许多作品归纳简化成几条原理。
托多洛夫就认为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语法”，实际上就是思维或认识的普遍规律，掌握了这“普遍的
语法”，也就把握住了“世界的机构本身”。
结构主义发展到后来，有人对遵照语言学的榜样遍寻隐藏在作品本文下面的结构表示怀疑。法国文论
家罗兰·巴尔特曾经出色地将索绪尔关于符号的理论加以发挥，把它应用到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
面，但他后来放弃了在作品本文的符号下面去寻找总的结构这种努力，而强调每部作品本身的特点和
符号本身的魅力。巴尔特要读者不要理会作品文字下面有什么意义，而在阅读过程中创造意义，去享
受作品文字提供给他的快乐。雅克·德里达认为，并没有一个超然于作品之外的结构决定作品的终极
意义，写作是独立的符号系统，而不是指事称物、开向现实世界的窗户。
后结构主义不是回到英美新批评那种对本文的解释，因为它把文学作品视为符号的游戏，批评是参加
这样的游戏，而不是去给作品以解释，找出一个固定的意义。批评家现在留意的是读者阅读作品的过
程本身，而不是最后得出的结果，这就和德国文论中对文学阐释和接受问题的研究汇合起来，形成当
前西方文论中一股声势浩大的新潮流。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有几个特点是很突出的。一个是注重形式：⋯⋯都把分析作品本文当成批评的
主要任务或出发点，而不是把作品看成一个容器，里面装着历史、现实、思想、感情或者叫着内容的
任何东西。另一个是与其他学科的渗透：索绪尔语言学对结构主义的影响，胡塞尔现象学和海德格尔
存在主义与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的关系，都是显著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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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

精彩短评

1、略短馁
2、对我来说算是扫盲了
3、小伙伴让推荐一本文学研究入门书，必然这本呀，多少人的starting point~
4、“《易》之有象，取譬明理也，及道之既喻而理之既明，亦不恋着于象，舍象亦可。词章之拟象
比喻则异乎是。舍象忘言，是无诗矣。”钱老真·到岸不舍筏，是smartest.

5、大师手笔
6、简洁清晰明了。没有其他西方文论史书的废话连篇和装逼句。
7、深入浅出，大家！
8、没有某人介绍的那么赞，但是还是相当优秀，启蒙，扫盲
9、这碗粥并不好吃。缺乏渗入感。
10、太好了，才看了不到一半就明显感觉上课时能听懂老师在说什么了
11、写得挺通俗易懂的，
12、太公式化了，很多个理论被简化成了童言稚语一样。虽说作者已经反复强调了篇幅所限，这种情
况是可能出现的。我尝试认定得到这种简化的框架对理解那些晦涩的原作有帮助，而且不断穿插阅读
，但多数都不见效。虽说这本书比导论译作好读太多，又清晰全面，有时简直引人入胜，但我得时时
强迫自己停下，问问自己是否真有所得，而不是沉浸在“学到了”更多概念这种虚假的满足感中。好
在它是一本书而不是一门课。
13、简单清晰，但不免太简单了
14、醍醐灌顶！！！
15、对八十年代以前之西方文论的述评，非常非常简明扼要的入门书。#壹陆掃葉#43
16、建立框架的书。
17、读完恍然大悟的一本书，结构分明，语言清晰
18、2017.1.7重读：1.7-1.9读第二遍。
19、举重若轻。
20、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审视唯心主义学说多少有失公允，但作为一本обзорная кни
га对于我等门外汉还是很有价值的。
21、精致 要反复读
22、这是一本常读常新的书，每一个字都简单易懂，可是你想不到，每次看都会感叹作者见解精到。
但就像所有的好东西一样，张隆溪有自己的steotype，有意无意地砍掉马列，女性主义文论，后殖这一
脉对当今世界文学有重要影响的批评，即布鲁姆所说的school of hatred。
23、一本不那么枯燥但又难熬的理论书籍，如果能坚持看完，能收获不少。
24、对于文学理论才入门的我来说，拿上就放不下手了
25、梳理得相当好。（于是更加想吐槽鄙校选用的那个课本= =
26、平易明晰中有启发性，两天看完，做了许多笔记。可作敲门砖，下一本要读伊格尓顿。
27、简短精悍
28、读老师ppt不如读这一本书
29、第一次读张先生的《一毂集》就很喜欢，加上他是成都人，感觉更加亲切。七月入手的书今天才
读，但一点没失望。文论加油噢
30、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再版吧，有些术语现在不那么翻译了，但是因为作者解释很清楚所以能猜到说
什么。我觉得篇幅安排很合适，解释也清晰流畅。先生本身就是搞比较的，所以涉及中西比较的部分
也比较好。一句话我没有看过比这个写得清楚的了。
31、深入浅出！简直太棒了！！！把理论写得不枯燥的书 这本简直第一
32、清晰明了，阅读文论最痛苦的就是啰嗦而复杂的语言，绕来绕去不言本质。
33、作为入门书是好的，特别是八十年代，但是如果有一定基础，价值就很有限了
34、曾经读过的最好的文论书。
35、凝练、精准，文普性强，理论之间的承接与对比梳理得很清晰。因成书过早，遣词多少有偏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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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

处，且将国内作品作为例证去参与到西方文论的述评中，很显功力，但却透出一种被时代绊住的离题
感。最大的感想：想读列维-斯特劳斯。
36、学问深，下笔浅。讲得真清楚。篇幅较短，常看常新~
37、郑师诚不欺我，大爱这本。而且薄薄的很好读。
38、简洁易懂 入门必备
39、作为入门书籍，感觉非常有亲和力。
40、简明透辟
41、由这本书喜欢上了张隆溪老师，就是讲的太少了，好想听听他讲拉康的心理分析，后殖民等等
42、值得再读
43、西方文论的入门知识。读完一遍能建立个基本框架。开学前得再读读，以免以后文论的课懵逼。
44、2014 世文所考研时看的 参考书之一 短小精悍 值得推荐 
45、入门必读！
46、言简意赅。非常好的入门读本。
47、没看懂。。。
48、清晰，真清晰。
49、看文论看得简直觉得打开了新世界大门以及抱住了装逼的利器。
50、这是一本神书，对于框架建构非常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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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

精彩书评

1、在宿舍达人的介绍下看了这本书，觉得不错，对于像我这样以前对西方文论接触得很少的人来说
，这是一本很值得的书，实话说，读这本书给我写西方文论的论文很多启蒙的地方，你要是以前没接
触过西方文论，那最好还是先找这本书来读读。恩，达人说的没错！
2、先是看了赵一凡的西方文论讲稿，并未觉得怎么出色，顶着一堆头衔，颇有拉大旗作虎皮（或是
拉虎皮做大旗？）之嫌。对文论的厌恶几乎就要从此埋下种子了。心里想着就这样做个肤浅的人吧，
相信最简单的东西就好，任谁去解构世界或者分析生活，我只要关心粮食蔬菜和工资。张隆溪这本书
虽然写的很早，但是颇有解惑入门的作用。这算不得一本很深层次的理论书，可是好歹人家写的诚恳
认真。并不像赵一凡那样故意扯了很多四字成语七言绝句，大谈各位理论家的私生活，一幅恨不得和
他们称兄道弟的猴急模样。
3、以前从没系统看过西方文论的东西，最初找了复旦的西方文论教程看，术语太多，看着头疼。于
是经人推荐研读了这一本200页的小册子。虽然年代很早，却见解独到，文笔简洁浅显，评述极有条理
、切中要害，举例常采用中西对比的方式，生动易懂。总之，读完只觉西方文论很有趣味性，毫无枯
燥之感。非常适合作为入门读物。
4、序言中作者就说，西方现代文论是一个从作品背后的东西到作品本身的发展过程。文论的发展像
政治哲学一样，往往在各个反向靠，一个走得极端了，就朝向另一个方向补充。大概不过为几个方向
，作品本身、作者的观点、背景历史环境、读者观点，在这几个方向上来来回回的游移。1.精神分析
过于强调性的作用，但佛洛依德对于人类潜意识的挖掘，对于心理三个层次框架都是有用的东西。事
实上以一个模子去套作品的理论必定是要失败的，何况还这么执着。2.新批评聚焦于文本本身的分析
，各种修辞之间的关系啊，段落与语句之间的隐喻啊，总能分析出很多东西，比如分析马克·吐温的
两部历险记，不同的叙述视角有不同的效果，鲁迅的《狂人日记》第一人称视角，显得更具反讽。这
派就聚集于文学技巧本身。3.原型。原型分析来自于荣格的集体潜意识，非常有意思，也许不一定每
个作品都有这种潜意识，但是这种方法本身是带有结构主义色彩的。比如我们看宫崎骏的动画片，就
可以看出，其中的角色都是一贯的，比如一个顽强的少女和一个看起来很坏但其实很好的老婆婆，这
都是宫崎骏电影里的原型。4.形式主义注重“文学性”，即让文学是文学，不是一般的东西。施克洛
夫斯基的“陌生化”非常有意思，他分析很多文学作品放置于陌生情景，让读者有新鲜感，更有力量
。比如托尔斯泰在《量布人》，以马为视角，看待私有制社会。这种感受，我经常在后朋克的歌词中
看到，在这些歌词中总是把事物放到一种诡异和荒诞的气氛里去叙述。5.结构主义从语言学出发，认
为一个事物的意义在于其在结构中的意义。于是开始发掘一个作品在整个文学环境下的意义，一个语
句在整个作作品中的意义。普洛普的《童话的形态学》很有意思，把童话按照人物及其功能来划分。
其实在日本动画里也有很经典的模式，比如在几个人中必须有个激动的，有个反驳的，还有些冷静的
，结局也不外乎一些特殊力量的帮助战胜邪恶。6.后结构主义。德里达为代表，消解了结构主义的二
元论，即认为事物背后必有中心结构，认为对一个文本的解释不一定是确定的，不是先验认为“必有
愿原因的”。7.接受美学。从读者角度出发，认为读者的阅读创造了意义。
5、“渊博的评论家目光何其锐利，读荷马见出荷马也不懂的东西”——斯威夫特（转引本书P7）二
十世纪前虽有文评，但并未被广大受众认可，讽刺者大有人在。正如以上这句话。但随着二十世纪五
十年代日益兴起新批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阐释学、接受美学等。时代的变迁，亦
使原本用来嘲讽的话大大变了味。正如作者所言，斯威夫特的这句嘲讽在现代文论家听来竟成了恭维
。可见，文评已渐渐被接受，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加拿大批评家弗莱说：“批评的公理必须是：
并非诗人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而是他不能够直说他所知道的东西。”《批评的解剖》这里指出诗人大
抵风格含蓄，不如批评文来得爽直，就像法官判案一是一二是二，铁面无私，不留情面。作者强调“
认识的相对性”，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作者并不赞同某些批评家将读者的作用强调得过分的做法
，乃至否认批评和认识客观基础走向另一个极端。作为一名文学研究的爱好者。作者概述了各类文体
的发展史后具体介绍了“精神分析与文学批评”“论英美新批评”“神话与原型批评”“结构主义方
面的语言学、人类学，诗论、叙事学、消解式批评”“阐述学”几类流派。涉猎极广，挖掘亦很深入
。正像开篇所言：要了解一种文论，就必须要有与它相关的别的学科的起码知识，要批改它的谬误，
也不能不动摇它在别的学科里的基础（P14）。可见，作者一直是抱着严谨治学及对读者负责的态度
来撰写这部书的。“批评家好像用放大镜去读每一个字，文学词句的言外之意，暗示和联想等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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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

逃不过他的眼睛（P44）。”作者将一名好的批评家定位得就像一名侦探，具有极敏锐的观察力。从
词至句，不管是意义上，还是搭配上，局部还是整体，为了证明作品的价值高低，这些都是批评家必
须研究的。另外，作为一个批评家，本身就必须具备成为“百科知识”型的全知人才，如哲学、宗教
、艺术、自然科学等。维柯曾指出“首先需要了解的科学应当是神话学，即对寓意故事的解释。“（
转引于P54）神话并非是随意创造的，是古代人类认识事物的特殊方式，作者称其为“隐喻”。可以
这么说，古人口中的神话故事相当于现在人们口中的科学，知识表达方式，认识角度不同罢了。“批
评的价值并不是或不仅仅是认识过去，而是以今日的眼光看过去。比如经典名著《红楼梦》，每个时
代都会涌出大批“红学”研究者，但每个人的观点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就如读一本晦涩难懂的书，
小时候看一遍，懵懵懂懂，不求甚解，长大后再品读一番，自有一番别样收获。除了个人见识变化，
更可以将批评作为一种社会性的活动——身处不同社会群体中的批评者对同一本著作的体会或感受罢
了。“在很长时期里，西方文学批评主要关注的正是如何体会作者的本意，在符合作者原来用意的条
件下，再进一步探讨鉴赏和批评的问题。（P189）”作为读者，我们必得用自己的意识去阐释。如作
者提到的四“先”：先有，先见，先把握，先结构。从而使认识形成一个循环过程，构成一个非首尾
相接的圆，最后体现变化与进步。拜读完作者对现代西方文论的主要流派的简单评述，拿来与中国传
统文化两相比较，自觉对自己本身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的能力提升有很大帮助。可见知识的价值并不
会随时间递进而掉价。
6、《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张隆溪著·三联书店1986年7月第一版）应该承认张隆溪的这些西方
文论的“述评”，让当时的人大开眼界，窥视到文学评论的另一个空间。不过写于1982年左右，不免
有时代之局限，譬如他在开篇里写到的话：“资本主义在精神上却早已是日薄西山了。精神上的富有
使我们瞧不起西方的理论。”1949年之后，我们何曾精神上富有过？在作者的前记里：说明本书共十
一篇文章，受钱钟书鼓励而成。1983年开始在《读书》上刊出。重视与中国古代文论对照，主要介绍
西方五十年代后的理论。写成于哈佛。十一篇文章，第一篇是综述，其它十篇分别绍介了英美新批评
、神话与原型批评、俄国形式主义与捷克结构主义、结构主义的语言学和人类学、结构主义诗论、结
构主义叙事学、传统的阐释学、阐释学与接受美学。张隆溪，四川成都人。北京大学西语系文学硕士
，1983年赴美留学，1989年获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同年受聘于加州大学河滨校区，任比较文
学教授。1998年起，任香港城市大学比较文学与翻译讲座教授兼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范围包括
英国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中西比较文学、文学理论及跨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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