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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明批判》

前言

　　较之于历史著作的“真实”，出自文学作品的“虚构”往往更具真实性。郭沫若曾依《诗经》研
究周代社会；闻一多也曾据此探究中国古代文化与宗教。新近又见外国两例。一是法国作家莫洛亚的
《传记与小说》一文，其中引道：“若要对革命的拿破仑时代的影响与意义进行更恰如其分的评价，
对小说家来说，恐怕就得抛弃历史学家，就得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与哈代的《列王》。”二
是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他在论述“代表型公共领域”的出现、发展和终
结的时候，所举范例也非史书，而是歌德小说《威廉·迈斯特》。　　可见，文学，尤其是经典文学
，其功能早已溢出自身疆界，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其他研究领域提供有效素材，其重要性不言自明。但
是，当下的文学研究自身却往往被湮没在内涵不断变化、外延不断扩大、地位骤然飙升的文化研究中
。国内的德语文学研究，情况尤甚。　　也有例证。目前，国内多家出版社——主要是大学出版社—
—已出版多种德国文化研究类丛书。其中有：北京三联书店的“德国文化丛书”，上海同济大学出版
社的“德意志文化丛书”，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德意志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的“
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丛书”，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德文化对话”等。以上显示出我们的德国文化研究
热潮兴起，成果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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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明批判:博托·施特劳斯作品研究》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博士生导师谢建
文教授多年研究工作的结晶。全书共分7章，探讨德国作家博托·施特劳斯作品中的社会文化批判性
、文学艺术观、浪漫主义渊源、神话因素和后现代视角等。就目前国内的施特劳斯研究而言，该论著
的解析详尽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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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建文：男，1964年9月生于湖北。上海外国语大学西方语学院德语系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员。1984年7月于武汉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96年6月于武汉大学获文学硕士学
位，师从赵乾龙教授；2002年7月于上海外国语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师从卫茂平教授。曾先后执教于
长江大学与湘潭大学。现于上海外国语大学西方语学院德语系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2004年12月被评
为教授。1992年1月—1993年1月，入长江大学青年教师高级英语培训班脱产进修英文，1992年10月参加
并通过EPT考试。1998年8月—1999年1月入教育部和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合作开办的教师研讨班，学习外
语教学理论等。1999年6—9月应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之邀赴德国海得堡大学访学。2001年4月-2002年3
月，获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博士联合培养奖学金，由国家公派赴德国海得堡大学日耳曼学系撰写博士
学位论文。2001年获冯至德语文学研究奖二等奖。1998—2002年被列为湘潭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硕士点硕士导师。曾任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助理兼德语系系主任，湖南省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
会理事。在湘潭大学任教期间，讲授“德国文学史与德语文学作品分析”、“德语词汇学”和“德语
写作”等课程。执教上海外国语大学以来，为本科生开设“基础德语”和“翻译理论与实践”等课程
。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德语文学与文学理论及翻译学。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
、《中国比较文学》和《外语研究》等学术期刊上，发表文学与翻译学论文20 余篇；在人民文学出版
社、花城出版社和河北教育出版社等，出版文学译著10部（篇）；在《中国比较文学》和《科学画报
》及《国外油气储运》、《天然气勘探与开发》、《国外油气勘探》与《国外油田工程》等学术和专
业期刊上，发表其它类型文章及科技论文译文30篇；在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词典1部：《英汉石油技术
缩略语辞典》（参编）；目前承担教育部科研课题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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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第六节 “右的想像力”第七章 结论附录主要参考文献人名索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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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9．狄俄尼索斯　　对古希腊神话中女性与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关系，施特劳斯显然是熟稔的。他
一再运用女性这种崇拜狄俄尼索斯的情结，来揭示受伤的男女关系。除了在撕碎这一意象处收纳几组
对应性的两性关系（例如前述已分析的，《最后的合唱》中德利亚与洛伦茨之于阿克特翁与狩猎女神
阿耳忒弥斯）外，他在对狄俄尼索斯的影射上，也仿拟神话中的对应或平行性人物模式，来安排剧中
角色的关系。《女导游》中的克里丝蒂讷和马丁，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例子。其间的女性天然倾向狄
俄尼索斯，成为激情和非理性的代表，而男性则被安排来代表理性与合度。　　《女导游》这一标题
在德文里，如果作一个游戏式文字拆解，则可理解为陌生、陌生人、他者，再加一个“女性引导／诱
导者”。也就是说，该剧从一开始似乎就有意设置一个分叉的理解方式，让你有可能偏离导游常规性
的知识服务，而由诱引的线路进入与陌生乃至与他者相关的想像。　　的确，戏剧第一幕就放在雅典
的奥林匹克古体育场，作为导游的克里丝蒂讷在向游客身份的马丁介绍奥林匹克古体育场的缘起、当
初竞赛的规则和对观众的限制等（DF9—11）。故事地点和起始处的剧情点明这是一次进入希腊古代
的旅行。而且，作为在现实生活中遭遇了职场危机的现代人，马丁此来希腊，本也是为了寻访精神与
心灵安慰的。用他的话说，就是“向我们的观念世界由以产生的那些源泉靠拢。在那儿，一切曾是那
么灿烂、真诚、和谐和理性。就是想来感受这些源泉，感受这些元素”（DF21）。如此，多个因素合
成一处，便把一条通往古希腊的道路更清晰地廓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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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当当：23.50。期待谢建文译Botho Strauss。事实上，手中Botho Strauss的文本有限，通过此书，可能
对Botho Strauss开始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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