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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声喧哗与对话批评》

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关于新生代的一份答卷、选择回答“批评家档案”十三问、热点文学五人谈、文
学批评的现状及其发展的可能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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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昌切，本名张洁。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思痕集》、《世纪桥头凝思——文化走
势与文学趋向》、《清末民初的思想主脉》和《思之思——二十世纪中国文艺思潮论》，参写著作二
种，出版译著《语言学与小说》（【英】罗杰·福勒著，与人合译），主编“名人译丛”数种，发表
学术论文和各类文章数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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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彭：这种归类很有道理。我想说说另外的一些可能性。世纪之交，本土理论将会产生。20世纪，
是西方思想影响我们的漫长的世纪，我们的理论不过是对西方思想的响应，这是一个模仿的世纪，模
仿的压抑将刺激几代人进行创造。这倒不是世界给了我们，我们要还给世界，而是一个民族离不开属
于自己的本土思想。促进本土思想的形成需要各个学科的共同努力。陈先生讲我们缺乏哲学或文化的
理论背景，也就是文化形态之内的各个方面相互影响构成的一个系统。建立这样的系统，一方面有赖
于哲学、历史、文化、心理及其他人文学科的突破，另一方面文学理论和批评也要学会自己思考。我
有一个小小的看法，从认识论角度而言，感性的部分要先于理性的部分，也就是说，文艺领域的突破
可能比其他人文学科的突破先行一步，这已为中外艺术史所证明。所以，文学理论与批评有可能比哲
学、史学、社会学等学科更早突破。在诗歌理论与批评方面，就出现了一批敢于尝试的年轻人，虽然
他们的成就更多在于思维形式，但尝试毕竟已经开始了。　　昌：我来谈谈另外一种可能性。我主张
开发对话批评或阐释批评。这种批评包含与作者对话、与读者对话、与作品对话以及各种批评之间的
对话。对话是在公平、对等、宽容的基础上进行的，不是武断的，裁决式和耳提面命式是绝对不允许
的，应符合市场原则。那么，开发阐释批评，我们应该怎样做？我不知道别人怎么做，我自己将在坚
持社会历史批评的前提下，尽量找到以文本为中心、以读者为中心的批评的社会历史根源，像英国的
伊格尔顿教授那样，尽可能贴近20世纪西方批评的两大思路（文本思路、读者思路）最大限度地吸取
中西批评的成果，力争在批评实践中开出能够解释、评价大部分文学现象的、自洽的“整一化”的阐
释批评模式。我正在这样做，成绩还不突出，但我将继续做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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