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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仿》

内容概要

在这本《戏仿--古代现代与后现代》关于戏仿的权威著作中，作者玛格丽特·A.罗斯(MargaretA Rose)
回顾并分析了古代至当代的戏仿理论和应用，进而采用新方法对戏仿的现代、晚期现代和后现代理论
进行了分析与归类。该作者的早期著作《戏仿／元小说》颇具影响，提出戏仿作为双重赋码策略绝不
止于嘲弄。她的近期著作《后一现代与后-工业：一项批评分析》则就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概念和其他概
念进行了批评性分析。在本《戏仿--古代现代与后现代》中她对1979年作品序言中提出的有关古代和
现代戏仿的定义和用法进行了扩展和修正，增加了新的重要部分，即现代和后现代戏仿和拼贴的理论
及用法，并讨论了20世纪各种理论家和作家的作品。
玛格丽特·A.罗斯编著的《戏仿--古代现代与后现代》共分四章分别是：第一章阐述戏仿在古代的含
义，以及从古代故作严肃的小品剧和阿里斯托芬戏剧开始戏仿的基本结构和作用。第二章讨论有时容
易与戏仿混淆的一些古代和现代术语，从戏谑与滑稽模仿，到拼贴及其相关形式，再到讽刺、反讽和
元小说。第三章讨论了多种有影响力的现代和晚期现代理论及戏仿的应用，从俄国形式主义者和M. M
．巴赫金的理论开始，过渡到接受理论者汉斯·罗伯特·姚斯和沃尔夫冈·伊塞尔对以上理论作出的
扩展，再至结构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对此问题提出的各种评论。第四章引言部分有关戏仿晚期现代
和后现代的应用和概念，它以对近年来集中讨论的两类后现代差异的评论开始，对20世纪初到世纪末
有关后现代的各种定义进行了概述。本书最后对以往的戏仿应用和理论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对戏仿的
未来提出了一些结论性的评论，书末是参考书目和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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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仿》

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部分 从古代起始定义戏仿
1 定义戏仿的方法
戏仿的词源
戏仿的滑稽层面
滑稽戏仿中的模仿与不调和
读者接受
戏仿者的态度
总体戏仿
2 区分戏仿与相关形式
戏谑与滑稽模仿
嘲弄、“浮夸”、剽窃、愚弄
拼贴
引用、交叉阅读、集锦、借用
讽刺
反讽
元小说
第二部分 现代戏仿
3 现代和晚期现代的戏仿理论及应用
俄国形式主义者
M.M巴赫金
接受理论者
结构主义者与后结构主义者
第三部分 后一现代戏仿
4 当代的晚期现代和后一现代戏仿理论及应用
后一现代概念及理论：小结
后一现代解构主义、其他晚期现代理论及戏仿
双重编码的后一现代主义与戏仿
重回戏仿?后一现代戏仿理论与实践
后一现代主义与戏仿：结论
第四部分 戏仿：过去与未来
5 回顾过去的戏仿理论与应用
6 总结过去的戏仿理论与应用
古代用法与定义
现代用法与定义（文艺复兴之后）
晚期现代用法与定义（20世纪60年代起）
后一现代用法与定义（20世纪70年代起）
7 戏仿的未来：结论性的评论
参考书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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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仿》

精彩短评

1、比较经典的概念史梳理
2、系统梳理了“戏仿”概念，有些地方比较泛泛。
3、我实在是对戏仿手法太痴迷了 P.S.翻译出现的书名有误。
4、立场和口味蛮合我的，梳理的也很细致了，但还是好多地方没说清，当然，又如何去给它们硬生
生划出来个界限呢，所以最后的附录梳理除了学术操作也没个卵用
5、一本庞杂的文献综述。非常能够体现文论界越走越窄越走越专越走越自绝于人民的特点。果然与
文学文本相比，理论文本才是互文性最铺天盖地教人无从逃脱的场所，众声喧哗的ever-reflecting
simulacrum，已经知道无法触及那个看不见面影的真实，后来者却还要靠着前人的1和自己的0.01在种
种重压之下艰难地伺机前进，实在是太让人绝望——就像尼采笔下的戏仿：一声绝望的笑。文末有对
古往今来戏仿概念的梳理，第三章冒头有对后现代性诸家说法的总结，可参考。
6、研究胜局
7、看完之后感觉戏仿果然是个深坑，从文献综述的分量和细致程度来看由衷敬佩作者本人，更像是
一本关于戏仿理论的索引字典，没什么务虚废话，对具体作品大都简略提及，希望了解更多文本案例
的话只能自己找作品比较。第三部关于后现代理论整理大概是我看到过的最全面的了。
8、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我终于用上这句名言了）
9、我导说：“戏拟已是理论界熟知的概念”，当时我就觉得，啊那我还看她这本书干嘛啊。读完了
觉得，还不如哈琴那样泛泛地说一下了，想把什么都分一下是为了方便理解，如果不分能更好地理解
的话，那就含混一下吧。毕竟是后现代戏仿了嘛，戏仿（拟）、反讽、讽刺什么的有必要分这么清干
嘛？还有，你分得清么？
另外，突然想到——现在的翻译文本和原文本之间的关系很好玩，本来就已经一团毛线球滚在那里了
，找线头的时候你得按照基本法啊，各个专有名词都得斟酌一下，免得在毛线球边上又挂个小瘤子。
所以看的时候得拿一本原著对着。（不过在书记面前得说：“老师您这套书编得真好！”编得确实好
呀，翻译有点问题）。
10、唉，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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