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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

内容概要

《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文学批评方法是文学研究和教学工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文学批评方
法与案例》选择20世纪欧美文学思潮发展过程中影响巨大的一些批评方法，如社会学批评、意识形态
批评、精神分析批评、神话原型批评、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批评、解构主义批评、女
权主义批评、接受-读者反应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等以及中国古典批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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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

书籍目录

导言第一章 社会学批评  第一节
社会历史批评理论的发展及贡献  第二节
社会批评的若干核心概念解说  第三节
社会学批评的案例  参考书目  思考题第二章 意识形态批评  第一节
意识形态批评理论描述  第二节
意识形态批评的四种形态  第三节
意识形态批评关键词  第四节
意识形态批评案例分析  参考书目  思考题第三章 精神分析批评  第一节
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要素  第二节
精神分析批评的主要内容  第三节
精神分析批评的渊源与影响  第四节
精神分析批评案例分析  参考书目  思考题第四章 神话原型批评  第一节
基本理论及方法  第二节
原型批评案例分析  参考书目  思考题第五章 形式主义——新批评  第一节
形式主义的批评方法  第二节
英美新批评  参考书目  思考题第六章 结构主义——符号学批评  第一节
结构主义——符号学批评理论  第二节
结构主义——符号学批评理论示例分析  参考书目  思考题第七章 解构主义批评　第一节　解构主义批
评理论　第二节　解构主义批评示例分析　参考书目　思考题第八章 女性主义批评　第一节　女性主
义批评方法的现实背景和思想先驱　第二节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两大形态　第三节　女性主义文学
批评方法及关键词　第四节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批评个案　参考书目　思考题第九章 接受——读者
反应批评第十章 后殖民主义批评附录 中国古典文学批评方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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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

章节摘录

　　4．暗喻的使用　“而你移开自己的唇，打断这苦涩的吻”。这两行存在着不同诗歌程序中的复
杂关系。其中“移开唇”是暗喻，表达了情人间不得不分离的痛苦。另一个暗喻的使用，在具体内容
充实的想象方面更胜一筹，那就是“苦涩的吻”。虽然我们几乎尝到这吻的苦涩，虽说“苦思”、“
苦感”一类的词组是平常散文语言的暗喻表达，但是在这里，在这个匠心独运、别致的搭配中，诗人
使暗喻表达得妙趣横生。但是，普希金在使用这一暗喻时，并没有追求过分的新奇，比如他没有像今
天的浪漫诗人那样说：“你话语的甜蜜在我是那样的苦涩！”（勃洛克）由于诗对音的注重，构成了
“移开”一词的音素本身便获得了意义，并在诗的总义中产生不同凡响的表达力。这首诗的其他暗喻
同样是普通的语言暗喻，而诗人的独到之处在于踵其事而增其华：“在那里，天穹，泛着蔚蓝的光”
，其中，“天穹”就是普通的语言暗喻，但在这里，它赫然推出蓝天里分布若干发光的“穹隆”的景
象（普希金的“天穹”用的是复数）；“你永远地睡去，伴着礁石在浪里”也是如此。这便是诗中仅
有的几个暗喻表达，它们都没有偏离所谓语言的暗喻。　　5．反复　“在那难忘的时刻，在那悲伤
的时刻⋯⋯”在以节省材料为原则的实用语中，我们会说“在那难忘和悲伤的时刻”，而这里的反复
是对情感起伏的强调，是对被反复的词的情感意义的加强。第一个“时刻”位于诗行韵律的非重读位
置（奇数音节），但由于语气的加强，它携带了必要的意义重音。重音被韵律一句法的排偶（皆由前
置词十名词十形容词组成的两个半句）所强调。再如“你的痛苦，你的美丽”、“可在那里啊，在那
里”、“而我在等，等着吻你”等都是语词反复，它们大都起着强调情感意义的作用。　　6．修饰
语的抽象这是一种用抽象名词取代形容词的做法。“不要打断这离别的哀伤”，我们一般说，“哀伤
的离别”；“你的痛苦，你的美丽，一齐被埋葬”，用抽象名词“痛苦的”取代“痛苦”，“美丽的
”取代“美丽”，你的痛苦和美丽取代“你”。这种用抽象词作主语的做法，使诗歌具有独特的表达
的魅力。　　上面是关于诗歌的零星见解，偏于对词法描写的观察，下面则将之贯通，指出它们的整
体风格。在这首诗中，普希金描写了情人别与死的具体场景，这或许与他个人的经历和讳莫如深的痛
苦不无关系，但这种隐匿难言、独具特色的个人痛苦并没有在诗中具体表现，诗人昭示的只是一般性
的、典型性的痛苦感受。这里没有悲情瞬间的个性流露，只有某种以一赅百、恒久不衰的东西，这否
定了文学是作家个性表现的说法。诗人在诗中的场景是否属实，异国和祖国是指意大利还是俄罗斯，
诗中的“你”是谁，与普希金是什么关系，这属于传记的细节，用不着批评家去繁琐考证。即使我们
对普希金的生平传记毫无所知，对到底从哪个国家回到哪个国家模糊不清，我们也能从诗中领悟丰富
的意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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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

精彩短评

1、文学理论 与文学批评  文学审读 培养独立文学态度的好书 对养成良好文学鉴赏能力很有益处
2、这本书把实践与理论结合在一起，很有研究价值
3、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第二版）”
4、陈旧。
5、乱七八糟 堆砌别人的资料 真怀疑编者有没有好好读过 大量狗屁不通的话 还有语法错误 还敢编书 
还是教材 找打是不是？
6、给力的川哥⋯⋯
7、我是为了考研才买这本书的，我觉得它能够作为考研的书目之一，应该具备它独特的价值。必须
要看的，我只能说很喜欢它。
8、致考研狗逝去的青春。社会学批评、意识形态批评、精神分析批评、神话原型批评、形式主义-新
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批评、解构主义批评、女权主义批评、接受-读者反应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
等以及中国古典批评方法。
9、怎么可以没有马克思主义和新历史主义⋯⋯⋯⋯⋯⋯⋯⋯⋯⋯不过案例分析真的写得很好很到位
。
10、相当好的一本书,理清了脉络
11、体例不错，讲解清晰简明，这是最大的优点也是读完后总觉得还是少了点什么的感觉的来源（ps
：2011和春红在一起的冬天
12、砍了三遍 依旧砍不断
13、一个简单的系统型介绍
14、好书、、、不错哦、、、挺好的、、、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
15、几种基本的批评方法算是有了。
16、清晰明了
17、不愧是北大教授的书，理论讲解透彻，案例分析到位。
18、觉得王志耕老师写的那章最好～
19、这本书的文学批评方法很棒！
20、其实就内容来说可以给四颗星，但是可以避免的低级错误真是多到我不能直视。不过优点也很明
显，理论加案例的模式很是简明易懂，想要有个快速的大致了解的话，这本书还算是个好选择。
21、文学考研必备的书籍
22、火车上看完了，之后跟着做练习。
23、补标一下。有些章节太含混了，介绍偏重国内用力译介过的学人。案例除个别外均具针对性，也
是这套教材的长处。此外新版仍未改正M家纸船误生在巴基斯坦的错讹，该打。
24、#2012346#
25、在当当上买东西相当放心，也很方便，直接送到校门口。书本是正版，很好。
26、将抽象的文学评论放到具体作品中，可以通过例子来学习评论
27、还是有案例清楚些
28、内容很完善，又有许多举例，学起来不是很困难
29、文学批评方法的实践归纳总结。
30、条分理晰，很清楚。大概脉络和流派分支都说的挺清晰 就是案例不多不经典
31、文学批评入门。纸张很好，正版。
32、本书选择20世纪欧美文学思潮发展过程中影响巨大的一些批评方法，如社会学批评、意识形态批
评、精神分析批评、神话原型批评、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批评、解构主义批评、女权
主义批评、接受-读者反应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等以及中国古典批评方法，作为解剖对象，在理论陈
述、案例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深入阅读的书目、思考问题等方面的内容，力求比较生动地再现文学批
评的方法技巧层面，从而对学生运用批评方法的实践能力提高，起到比较直接的作用
33、你为森么不考，为森么！为森么！！
34、书名其实少个前缀
35、数质量不错 内容还没看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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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

36、这本还好。因为讲的玩意比较少...
37、考研文学评论要看的书⋯⋯
38、很好的文学理论入门书籍，介绍的很全面，值得一读。
39、是一本学习写文学评论的书
40、歪果仁的名字好难记啊(*_*)估计要是自己选择 一定不会读这类的书 但还是读完了 感觉系统算是
捋的很清楚了 解析作品什么的从小学就开始学习了 很多意思都是读者一厢情愿的赋予意义情感 所以
我还是学习结构主义吧
文字就写在那儿 不会说谎也不会随意改变。
41、学校指定的书，不得以才看的，内容还不错
42、买回来才发现是第二版···应该没差···
43、这本书很有体系,语言流畅,材料新颖,对文学批评爱好者大有益处.
44、考试用书。尤其是文学评论的。最好一本备用哦。
45、仔细翻了一遍，怎么有好多重复的地方⋯⋯
46、教材书，比较深奥
47、纸张很好。 内容不错。
48、我很喜欢，案例分析的透彻
49、讀了4-7章
50、西方文论十章，重点在案例，挺好的
51、虽然是教材，对于我这种没接触过理论也没接触过西方的人来说，收获还是很大的，当然更得力
于李老师的精彩授课。学这本书的时候看过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写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部分，
教材里第一章写社会学批评源引古希腊理论讲得不清不楚的朱先生一书一点就透。
52、北大在教材编写方面还是比一般的出版社好些啊
53、我也是为了考研买的这本书。本来我比较害怕文学理论，这本书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难懂，看样
子还不错！
54、案例很多，中文的，方便阅读，对于学习英美文学的同学有很大帮助
55、首都师范
56、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第二版），很好，希望大家多买啊
57、心好累，好累
58、还不错，对考研有帮助，写得详细又有条理。
59、考古文的，参考书里却有这本书，看得我非常之混乱，记得当年选修这种课的时候，就异常郁闷
60、帮朋友买的 考首师大古代文学必备
61、很好！脉络清楚，对于对文学批评有兴趣但知之不多的人是一本最好的入门和查阅的读物。很喜
欢
62、人森中读的第一本文论书。。。。。囧
63、我买这本书是考研用的，现在还没看完，不过书里理论与实例结合，很不错，适合考试的人用。
64、这本书为考研买的很值，首先是质量很好，内容上分配的很有条理性，而且融括了文学理论的大
部分观点内容，是一本文学理论的好书
65、书的内容比较简单易懂 印刷也不错
66、好。如果你不想傻看文学作品，或只把文学作品当消遣，而想深入的话。推荐看看这本书，学学
里面的方法。
67、例子很多，内容很充实。
68、书是好书，就是编得过于艰深了点，专业术语、批评家人名太多了，对于初入文学研究之门的人
来说，不是很合适。
69、看了两章，有点烧脑，考研狗还是得继续啊⋯其实还凑合吧。
70、对写作十分有益
71、老师推荐的文学批评入门书，很好懂，是基础入门书，是入门新手的必备工具书！值得推荐一下
！
72、2009  考试前好像是过了一遍了，写的忒乱，当故事书看的，最后考的女性文学从这本上胡诌了简
爱专业课居然过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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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

73、北大的教材和我使用的版本差异极大，这本书囊括了几种基本的批评方法，作为入门级教材而言
，算详细，尤其是每章后面的案例，可做个相对扎实的基本了解。
74、买了刚翻完   刚好是上课用的教材  有例子分析 有理论  赞一个
75、内容不错，像是正版
76、难学更难用的屠龙术啊。
77、老师推荐的，是文艺理论的一本教材，可以翻看一下，有大概的了解，讲的不是很细致，但是大
框架还是有的，语言也比较容易理解。
78、引领我入门的一本书
79、基本上没用到·····
80、看到文艺学同学推荐这本书，感谢很不错，都是比较新的西方理论而且还有案例分析
81、案例是中文的，俺是学英文的，买错了，但是这类书是中文系学理论方向同学可以参考的~
82、举得例子有的不太熟 不过方法值得学习
83、纸张很好。印刷不错。基本上讲了所有批评方法。
84、好读的
85、北大老师编写的高屋建瓴，实践文学评论写作！获益良多！反复读读！
86、读这玩意儿都是被生计逼的  擦额......
87、也就仅仅能做个科普用
88、其实没有什么帮助
89、考研的时候买来做参考书的，除了主要的西方文论外还加入了例子分析，还可以
90、有几章翻译得不错，可能是不同人翻译的，质量参差不齐。好在原著内容就很吸引人，逻辑性和
研读性很强，可以作为写文学批评的指导书。
91、印刷质量好，内容也很满意
92、居然有低级错误⋯⋯
93、是教材才买，不太喜欢文学批评，但是书很好，讲解的很棒
94、北大出版社出的，绝对不是简单的手笔。内容比较深奥，但都是必备的知识。以关键词为线索，
对于写文学评论的应用很有用。
95、意识形态那个不太懂看完案例也不太明白 但是记得别林斯那句话：艺术作品就是关于特定主题的
修辞学练习 是一种极端的坏
96、考研用书，没的说，内容比较深奥，看不太明白。
97、作为教科书 内容却不枯燥 由表及里 由浅及深 很有助益
98、刚上大学的时候，就开了一门叫做文艺理论的专业课程，可是，对于里面的很多东西都似懂非懂
的，听得我很晕。但是，不知道怎的，我在考研的时候却选择了这个让我曾经最为头痛的方向——文
艺学，一听到这个名称，我的室友和我的同学就会用十分崇敬的眼光注视着我，也许是因为它的抽象
性让很多人都望而却步吧。决定要考这一门的时候，我是冲着首都师范大学的陶先生和王先生去的，
于是，我就买了规定的必读书，那就是邱先生的这本《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翻开这本书之前，我
会有种“恐惧感”，毕竟在我的印象中，抽象的东西依然抽象，始终抽象，但是翻开之后，我便沉醉
于其中，被其深入浅出的阐述所吸引，这是一本谁都能看个差不多的理论书，但是如果有人在旁边指
导，会收获颇丰的。这本书的最大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重难点突出，选择的案例也是大师们的
经典之作，让人有一种大开眼界之感。我的手从翻开这本书的那一刻起就没有放下过，以让我都颇为
吃惊的速度完成了对它的阅读。对于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人来说，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入门书，要比
陶先生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更适合我们大学生阅读。由于它的理论性没有那么抽象，所以是一本
随时都可以翻阅的必读书目，买下来翻看下，定会受益匪浅的。希望这本书能够助我顺利的考上研究
生吧，也希望和我一样的战友们大家一起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吧！！加油！！
99、马马虎虎，案例也都挺老套的
100、书本身不错，墨迹了半本左右，实在看不下去了
101、书的实用性比较强，适合初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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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的笔记-第五章

        形式主义认为文学性是通过文学形式表达出来的，而他们所谓的文学形式不仅仅是用词，语气，
句式，布局，还包括的题材，主题，人物，事件。也就是说其实形式主义是把传统的形式扩大化，把
传统的内容放入了形式之中，然后新加了一个内容。其中，陌生化就是所有方法的综合目标，即所有
用词，句式，布局，主题等等的目标，要把所描写之物凸显出来。就像胡塞尔讲的，要把意识悬置，
把历史悬置起来。所以，陌生化，甚至是整个文学史为了让读者体验事物，重新体验平日里理所当然
的事物。俄国人讲，文学活动的目的就是要使人从自动化和无意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去体验和感受
世界的其特性，以增大感知的难度，延长感知的过程。尤其是诗歌，它们通过对日常语言的施暴，扭
曲，变形，拉长，缩短来实现。

所以，要对比的是日常生活的语言和文本中的语言的不同。这不仅仅是陌生化，而且也是新批评里提
到的那种张力。通过对比，甚至矛盾来体现出的张力。

那么，Imre作品中的用词，句式有何种的张力，他是如何运用语言来叙事，与日常生活的有什么不同
。这就是形式主义的切入点。

凯尔泰斯的用词也就是为了体现矛盾和悖论，进而达到反讽的效果。比如当然一词等。

例如，案例中的普希金的诗作批评诗人的感情似乎回到了过去的时日，在那里凝滞，并被升华为超时
间的不变之物。只有到了结尾，才回到了现在时态。节奏的缓慢事诗歌必然带有各种修饰语，整首诗
的解耦呈现出舒缓，平稳，有序的运动。而其中包含的抒情成分和生死离别的场景却让人为之震撼。
语言极为朴素，没有华丽辞藻，没有奇特的暗喻，甚至没有背离平日口语。而诗人在词的选择和搭配
上却有独到之处。技巧的使用也炉火纯青。诗人的技巧表现在对词汇富有个性，绝不重复和具有综合
力的选择与搭配，每一个后面的词对前面的词总给以新的补充，不断丰富词语的内容。
虽说这段除了最后一句和中间一句都是废话，但是却从节奏，用词方面进行了分析。

2、《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的笔记-第一章

        社会学批评

最早的斯塔尔夫人估计也是把自己的批评理论分为两部分，像柏拉图一样，一部分是内部灵魂，一部
分是外部自然。不过斯塔尔夫人把内部灵魂变为了社会制度。她说社会制度和外部自然同时决定了文
学作品。那么她就是在内部灵魂和社会制度之间建立了联系。不过倒是忘了灵魂的自足问题。就好像
别林斯基在以后说的，文本是有自足性的，但是目的在于服务社会。后面再说这个人。到了后来泰纳
就提出了三要素，种族环境时代。从共时性和历时性两方面说了文学。

现在到了蠢蠢的俄国人了。别林斯基忘记了自足不仅仅是事物内部的自足，也是事物的内部同事物的
外部相隔绝，完全的自足。因为自足不是事物自己的属性，而是事物同外界关系中的一种属性。它存
在于关系之中。而事实上所有的事物属性都是体现在关系之中。也许世界本是浑然一物，存在的只是
属性。而不同属性组合造就了物体的假象。那么世界上到底有物存在否？

别林斯基认为文学靠两种方式服务社会，一种是作者将现实完全一致地描写下来，另一种是通过作者
自己，再造现实。这样其实他说的第一个就是自然主义，另一个就是现实主义。到了后辈车尔尼雪夫
斯基，那句著名的美就是生活，至今回荡在耳边。第一，艺术要符合现实条件，第二就是要服务。第
三就是艺术要教育。艺术好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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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开始转向了哲学。还是俄国人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即以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来考
察文学。虽然别车杜的批评方法在天朝看来很古老，很反感，但是他们认为的文学反应社会现实却是
有道理的。

到了我们伟大的匈牙利的lukacs那里， 便不仅仅是反应社会现实了，而是反应的人和社会这个整体。
其实说白了还是柏拉图的灵魂和自然。他说虽然文学有局限性，只反映了整体的一部分，但是可以通
过重建日常现实的联系，从而获得普遍性。要创造性地关联起来。提出了不仅仅是社会中可感的阶级
，经济，还有背后意识形态。所以到了后来戈德曼提出了文本，作者和超作者的三重体系。说白了估
计还是文本，作者，读者，再创造的问题。

最后，这些跟我论文屁关系也没有。可怜的伊姆莱是反映了社会现实，反映了意识形态，但是这一点
说都说腻了。我就不再说了。

3、《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的笔记-第二章

        第一阶段：马克思主义经典意识形态批评
马克思思想就是讲在意识形态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有矛盾的，两者一发展呢，经济基础发展了，意
识形态也就发展了。经典里面强调的是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不同阶级的矛盾。而文学，
是属于上层建筑的，并且具有能动性。文学呢，也就是反映了真实的历史，作家呢，也就会依附文学
自身的规律改变自己的政治态度，从而出现现实主义的胜利。所以。这里的核心问题就是，意识形态
之一的文学，对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有着怎样的反映，然后它又是如何影响这些东西的。

第二阶段：巴赫金的意识形态理论批评
他结合了马克思主义，符号理论的东西。强调的是意识形态而不是下层的矛盾。他似乎把文学的地位
下降了一些。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强调的是文学在整个社会结构，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的作用，而
巴赫金则只谈文学在意识形态中的作用。他认为，作为一名意识形态科学，文学研究对象是文学作品
的艺术结构，是这一结构里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有机结合。他还说，符号，话语和生活交往是三个层，
逐级递进。他在讲这些文学和意识形态也是辩证的关系。而这种辩证的关系是如何体现的，就是通过
折射。所谓折射，就是作者将现实通过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加工，将现实变为文学。其实，所以，这种
折射就是巴赫金的文学性定义。就像形式主义的讲的文学性，这其中是有着扭曲暴力的。巴赫金本人
也称这种折射为意识形态视野。另一方面，这种暴力也体现在符号上，符号其实是历史的，是多义的
，也就是新批评说的含混，矛盾，斗争。所以，在符号之中，在文学作品之中，是有着意识形态的冲
突的。

这一点，在凯尔泰斯的作品里也是有着体现的。之前讲的环境，道德，最后升级为意识形态。

第三，阿尔都塞和马歇雷的结构主义
这个时候就看到了人本主义和康德的色彩了。从马克思的客观总体，变成了主观个体的。阿尔都塞认
为，尽管人们作为主体觉得自己独立自足，觉得自己在直接自由地把握现实，但实际上，他的意识是
由一系列思想体系和再现体系所限定了的，这种把握是他想象的结果。所以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定义
为个人同他所存在于其中的现实环境的想象性关系再现。而什么是好的文学，就是能够跳出这种限制
性的关系，用科学的态度对现实进行正确的认识。
到了他的学生马歇雷，就提出了文本和意识形态的离心结构。他认为，文学是对现实的再加工，加工
的过程中融合进了作者本人的意识形态。这样，就产生了矛盾。一方面，作者要从现实中取材加工，
那么免不了要带进特定的意识形态，例如历史，社会，文化等。另一方面，作者想要以自己的意识形
态来主导文本，要么是以完全客观的方式主导文本，也就是后来罗兰巴特所说的零度写作。所以，马
歇雷说，即使意识形态本身听起来总是坚实的，丰富的，但是却由于它在小说中的在场，由于小说赋
予它可见的形式，它开始言说自己的不在场。而这时候，批评家的使命就是，把这种矛盾化解，将文
本中的意识形态还原为日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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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命运无常中作者的意识形态和当时意识形态的矛盾。

第四，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批评
现在我们伟大的伊格尔顿出现了。他说，意识形态就是话语权。所以我们有了一个一般的意识形态，
一个一般的生产方式。而文学也有文学自己的生产方式，例如出版，印刷消费等。这每一个环节都能
体现作品以及他者的意识形态。然后我们有作者，所以就有了一个作者意识形态。于是我们在一般生
产方式和一般意识形态的前提下，通过文学生产方式，加上作者意识形态的加工，产出了文本。而文
本，就是一个审美意识形态。伊格尔顿在这里囊括了所有的方面。在他眼中的文学，想必就是意识形
态的一部分。他又一次和谐了两者。

在命运无常生产里，也是如此，每一个步骤。

杰姆逊则融合了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他把伊格尔顿的作者意识形态扩大，或者说，引用了阿尔都
塞的意识形态定义，把这些说成了政治无意识，一种通过作品表达出来的无意识。而文学批评就是要
指出文本中的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由生产方式，意识形态，社会文化，艺术文本的
关系构成的。通过重新文本来解释这种无意识的策略。这叫做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在命运无常里，如果把每个人当做有血有肉的人来看的话，他们在强大的意识形态下都有着自己的意
识形态。或者是对生活的看法，或者是对集中营的看法。或矛盾，或和谐。

总之,三个要素,倾向性,既阶级的倾向性,现实主义的倾向性. 作家本身要学会克服自己的主观倾向性，要
忠实于艺术创作的客观规律。所以，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批评解决的就是文学作品内在的政治倾向性
与现实生活中的意识形态，与艺术创作本身的独特性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二就是林新结构，也就是上
面说的，艺术作品一方面受制于意识形态，又与它保持偏移和离心，保持一段能够审视意识形态，甚
至瓦解意识形态的距离。艺术则以自己的独特性，用图像或形象的方式使表现于其中的意识形态显示
出某种程度上的矛盾，含混，朦胧。第三，就是政治无意识。它也就是为现实社会提供一个想象性的
解决。

4、《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的笔记-第一章

        社会学批评核心概念

1.环境。
有三，第一自然，就像意大利和瑞典。第二社会，就像天朝和西欧。第三个人，就像小四和三毛。其
实这些都是话语。历史，文学，科学，报纸，不同的话语，不同的角度而已。解释的都是人。没有谁
影响谁，谁决定谁。这就是解构主义讲的。打破界限，因为都是一家嘛。有了新历史主义的诗性历史
，有了尼采的诗性的道德，是不是再来一个诗性的报纸？

2.道德。弗洛伊德说人类在生存竞争的压力之下，竭力放弃原始的本能冲动，将文化创建起来。性的
精力被升华了，也就是说他们舍去了性的目标，而转向他种更高尚的社会目标。就像书里说的，道德
，公共利益的出现，就基于生存竞争的压力，或者说处于自我保护的目的。所以，还是话语权的问题
。谁有话语权，谁就保护自己，谁保护自己，谁就要定道德。而且，压抑本能就是道德嘛？本能其实
并不危险，只不过大家都害怕面对而已。回到正题。书里说，人类的弱点会通过文学的媒介表现出来
。就是表现本能的意思吧。表现出来难道是为了进一步的压抑嘛？

3.结构。
这是最无聊的部分。就是三个层面，社会，个人，文本。然后三者通过价值形态，意识形态链接在一
起。个人服从集体，这些全部一致了，就是好作品。它有一个很高深的名字，发生结构主义。这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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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倒是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小说形式本身和小说在其中得以发展的社会环境的结构之间的关
系。要在一个衰败的社会中凸显真实的价值。

对于这三者，可以逐层进行矛盾反讽的递进。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类思想道德方面。这是论文
层次。

5、《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的笔记-第四章

        第三章的精神分析略过，原因是跟凯尔泰斯的相距有点远。而且过于困难。

第四章 神话原型批评

从弗雷泽的《金枝》，到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到真正的文学批评家弗莱。
在集体无意识的基础上，弗莱讲要将作家的具体作品放到作家全部作品中去。并要把某些文学结构放
到文学传统中考察。那么，诗人和传统的联系是什么呢？就是原型。所以到了后来，包特金就以艾略
特的“非个人诗歌理论”解释文学作品。诗不是放纵情感，诗压抑情感，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
性。作家要服从和尊重传统。弗莱说，我可以把原型看作是文学作品里的因素，它或是一个人物，一
个意象，一个叙事定式，或是一个可以从范畴较大的同类描述中抽取出来的思想。在他的理论中，讽
刺作品的原型就是黑暗，冬天和毁灭方面的。人，如果再能力和智商低于我们，使我们感到是在一个
居高视角去阅读一个奴役，受愚或荒诞的场面，这就是讽刺模式。而从之前神话中超越人超越环境的
神，到传奇中超越人，但不超越环境的骑士，到后来的不超越人，不超越环境的现实主义，到现代的
低于一般人的讽刺荒诞。这就是一个循环模式。

要进行远观而不是细读。要重视与文学传统的关系，而不是关注文本本身。凯尔泰斯的就符合讽刺模
式。那么矛盾似乎就要在他的作品和其他二战作品中去寻找。

6、《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的笔记-第五章

        复义，是指语言词汇的多义性，而语言词汇的意义是去决定于文本的语境和词汇本身的意思。这
样就发展成为张力。所谓张力就是指词汇的字典意义和语境意义。而在字典意义和语境意义的关系中
，有时是呈加强状态的，有时是呈相反状态的。在后者的情况下，就发展成为悖论，即用两个相反，
矛盾，对抗的词汇来陌生化，来衬托。而衬托的这个目的，就成为反讽。通过对意义的歪曲，来制造
结构上的不和谐，以此来突出对抗两者的意义。而此时，作者于文本中所表达的意义就显现出来。而
这种衬托的方法就是隐喻。改变原词汇的所指，将该所指转换为另一个能指。此时出现两种情况，一
种是两种能指是相近的。一种是相反的。而越是相反，张力就越大，矛盾就越大，这样意义就更加凸
显。

小说细读法：
1.排除作者背景，生平，社会因素。
2.关注文本本身，把它想象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客体，一个有矛盾结构的客体。
3.每个文本都是由冲突力量构成的。
4.寻找在语义和修辞（主要是隐喻和反讽）上的冲突，以及两方面的交互。
5.把悖论，含混和反讽看成是不一致的抑制。也就是在不一致中寻找关系。联系两者。
6.为各个含义分层，建立联系。
7。要做多重回溯性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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