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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理论和叙事阐释》

内容概要

本卷为读者提供了詹姆逊的理论和实践范式。他抛弃旧的制度化的窠臼，博采众家之长（如拉康、福
柯、德里达等），将新理论融会贯通，付诸实践，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思想和批评方法。其中关于“政
治无意识”和“乌托邦”的论述是本卷的核心，对如何理解当代批评理论并应用于文学和文化研究实
践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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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理论和叙事阐释》

作者简介

詹姆逊（F.R.Jameson），当代美国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批评家，美国杜克大学比较文学和
批评理论讲座教授，因其具行重大社会影响和学术影响而被誉为“引导了美国人文学科的方向”。近
年来致力于讨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问题，其著述成为相关研究的必读书。对中国知识界
和思想界有着重大影响，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大学的系列演讲“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理论”，至今依然
是中国学者理解“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理论依据；他提出的第三世界文学的“民族寓言”问题，直接
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阐释构架；他的著作在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拥有广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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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理论和叙事阐释》

书籍目录

元评论
论岛屿与壕沟：中立化与乌托邦话语的生产
拉康想像界与符号界
三角度的布莱与符号界
三角度的布莱希特
寓言
论阐释：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的象征行为
现实主义和欲望：巴尔扎克和主体问题
象征推断：或肯尼思·伯克和意识形态分析
消失的调解者：或作为讲故事者的马克斯·韦伯
现代主义及其受压抑性：或作为反殖民主义者的罗伯——格里耶
小说中的世界缩影：乌托邦叙事的出现
科幻小说 理论的语境转移
附录：詹姆逊学术生涯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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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理论和叙事阐释》

章节摘录

　　前言：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他的著作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Jameson，1934-）是当前
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和理论家。生于克里夫兰，先后就读于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曾留学法国
和德国，获博士学位。完成学业后，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和耶鲁大学任教。1985年起任杜克大学讲
座教授，文学系主任兼批评理论中心主任。2003年辞去系主任职务，但仍为杜克大学讲座教授，批评
理论中心主任，并兼任该校人文学科学术委员会主任。　　詹姆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修法国文学，
师承著名理论家埃里希·奥尔巴赫。由于曾先后到法国和德国留学，他得以从原文阅读了大量法国的
理论和德国的哲学著作，拓宽了他的视野和思路，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和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他已
经出版了大量著作，既分析文学文本也分析文化文本，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新马克思主义立场。他还
发表了大量文章，批评反对理论的观点。他兼收并蓄，博采众家之长，汲取并运用其他理论的话语，
参与许多当代的争论，从小说到电影，从建筑到绘画，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从金融资本到全球
政治，几乎都是他关注的范畴。　　在他的第一部作品《萨特：一种风格的始源》（1961）里，詹姆
逊分析了萨特的文学理论和创作。该著作原是他在耶鲁大学的博士论文，由于他的导师埃里希·奥尔
巴赫以及与列奥·斯皮泽相关的文体学的影响，作品集中论述了萨特的风格、叙事结构、价值和世界
观。这部著作虽然缺少他后来作品中那种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范畴和政治理解，但由于20世纪50年代刻
板的因循守旧语境和陈腐的商业社会传统，詹姆逊的主题萨特和他复杂难懂的文学理论写作风格（那
种以长句子著称的风格已经出现），却显示出他反对当时的守旧思潮，力图使自己成为一个批判型的
知识分子。如果考察一下他当时的作品，联想当时的社会环境，人们不难看出他那时就已经在反对文
学常规，反对居支配地位的文学批评模式。可以说，詹姆逊的所有作品构成了他对文学批评中的霸权
形式和思想统治模式的干预。　　20世纪60年代，他受到新左派运动和反战运动的影响，集中研究马
克思主义，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和形式》（1970），介绍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辩证传统。自从在
《语言的牢笼》里对结构主义进行阐述和批判以后，詹姆逊集中精力发展他自己的文学和文化理论，
先后出版了《侵略的寓言：温德姆·路易斯，作为法西斯主义的现代主义者》（1979）、《政治无意
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1981）和《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1991），
同时出版了两卷本的论文集《理论的意识形态》（第一卷副标题为“理论的境遇”，第二卷为“历史
的句法”，两卷均于1988年出版）。随着文化研究的发展，他还出版了《可见的签名》（1991）和《
地缘政治美学》（1992），收集了他研究电影和视觉文化的文章。此后他出版了《时间的种子》
（1994）和《文化转向》（1998）两部论述后现代主义的著作。这期间，他仍然继续研究和阐释马克
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美学，出版了《后期马克思主义》（1990）、《布莱希特与方法》（2000）
和《单一的现代性》（2003）。　　在詹姆逊的作品里，除了《萨特：一种风格的始源》一书之外，
他一直坚持两分法或辩证法的解释方法。应该说，他的著作具有明显的连续性。人们不难发现，从20
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后期，随便他的哪一篇文章或哪一本书，在风格、政治和关注的问题方面，都
存在着某种明显的相似性。实际上，今天阅读他的《理论的意识形态》里的文章，仍然会觉得这些文
章像昨天刚写的一样。然而，正如詹姆逊在论文集的前言里所说，在他的著作里，重点已经发生了根
本变化：“从经转到了纬：从对文本的多维度和多层面的兴趣，转到了只是适当地可读（或可写）的
叙事的多重交织状况；从解释的问题转到了编史问题；从谈论句子的努力转到（同样不可能的）谈论
生产方式的努力。”换句话说，詹姆逊把焦点从强调文本的多维度，如它的意识形态、精神分析、形
式、神话-象征的层面（这些需要复杂的、多种方式的阅读实践），转向强调如何把文本纳入历史序列
，以及历史如何进入文本并促使文本的构成。但这种重点的转变同样也表明詹姆逊著作的连续性，因
为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他一直优先考虑文本的历史维度和政治解读，从而使他的批评实践
进入历史的竞技场，把批评话语从学院的象牙塔和语言的牢房里解放出来，转移到以历史为标志的那
些领域的变化。　　因此，人们认为詹姆逊的作品具有一种开放的总体性，是一种相对统一的理论构
架，其中不同的文本构成他的整体的组成部分。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从精神分析到后现代主义
，许多不同的观点都被他挪用到自己的理论当中，通过消化融合，形成他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
论和文化理论。马克思主义一直是詹姆逊著作的主线。他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利用对意识形态和乌
托邦的双重阐释，对文化文本中意识形态的构成因素进行分析和批判，并指出它们的乌托邦内涵，这
使他不仅对现行社会进行批评，而且展现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看法。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厄斯特·布洛赫的影响下，詹姆逊发展了一种阐释的、乌托邦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观。　　詹姆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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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理论和叙事阐释》

早期的三部主要著作及其大部分文章，旨在发展一种反主流的文学批评，也就是反对当时仍然居统治
地位的形式主义和保守的新批评模式，以及英美学术界的既定机制。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黑
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和美国出现，《马克思主义和形式》可以说是对这一思想的介绍和阐释。
但在这部著作中，詹姆逊还提供了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观点，如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
、布洛赫、卢卡奇和萨特等，并从对他们的分析中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他偏爱卢卡奇的文学理
论，但坚持自己独特的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并把它在后来的作品里一直保持下来。　　卢卡奇论
现实主义和历史小说的著作，在詹姆逊观察文学和对文学定位方面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他一直
不赞同卢卡奇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不过，他挪用了卢卡奇的一些关键的概念范畴，例如物化，并以此
来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命运。在詹姆逊的著作里，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标志包括把文化文本
置于历史语境，广义的历史断代，以及对黑格尔的范畴的运用。他的辩证批评主要是综合不同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把它们融合成一种更全面的理论，例如在《语言的牢笼》里，他的理论融合了结构主
义和符号学，以及俄国形式主义。在《政治无意识》里，他广泛汲取其他理论，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
析，拉康的心理学，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萨特的存在主义，等等，把它们用于具体的解读，在解读中
把文本与其历史和文化语境相联系，分析文本的“政治无意识”，描述文本中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体
现。　　对詹姆逊来说，辩证的批评还包含这样的内容：在进行具体分析的同时，以反思或内省的方
式分析范畴和方法。范畴连接历史内容，因此应该根据它产生的历史环境来解读。在进行特定的、具
体的研究时，辩证批评应该考虑对范畴和过程的反思；应该考虑相关的历史观照，使研究的客体在其
历史环境中语境化；应该考虑乌托邦的想像，把当前的现实与可能的选择替代相对照，从而在文学、
哲学和其他文化文本中发现乌托邦的希望；还应该考虑总体化的综合，提供一种系统的文化研究的框
架和一种历史的理论，使辩证批评可以运作。所有这些方面都贯穿着詹姆逊的作品，而总体化的因素
随着他的批评理论的发展更加突出。　　20世纪70年代，詹姆逊发表了一系列的理论探索文章和许多
文化研究的作品。这一时期，人们会发现他的研究兴趣非常广泛，而且因其理论功底具有相当的洞察
力。他的研究范围包括科幻小说、电影、绘画、魔幻叙事和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文学，也包括马克思
主义文化政治、帝国主义、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教学方法，以及如何使左派充满活
力。这些文章有许多收到《理论的意识形态》里，因此这部著作可以说是他在《政治无意识》里所形
成的理论的实践。这些文章，以及《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里的文章，可以联系
起来阅读，它们是他的多层次理论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表明了文学形式的历史、主体性的方式和资本
主义不同阶段的相互联系。　　应该说《政治无意识》是詹姆逊最重要的作品，在这部作品里，他的
理论综合表现得最为系统。《政治无意识》包含着他对文学方法的阐述，对文学形式历史的系统创见
，以及对主体性的形式的隐在历史的描述，跨越了整个文化和经验领域。詹姆逊大胆地建构他的马克
思主义文学批评，他认为这是广阔的、最富包容性的理论框架，可以使他把各种不同的方法融入到他
自己的方法之中。他在从总体上考察了文学形式的发展历史之后，通过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双重
阐释”（坚持乌托邦的同时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论述，确立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方法。受
卢卡奇启发，詹姆逊利用历史叙事说明文化文本何以包含着一种“政治无意识”，或被埋藏的叙事和
社会经验，以及如何以复杂的文学阐释来说明它们。在《政治无意识》里，詹姆逊谈到了资本主义初
期资产阶级主体的构成，以及在当前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主体的分裂。这种主体分裂的关键阶段
，在他对吉辛、康拉德和温德姆·路易斯的作品的分析中得到了充分表现，并在他对后现代主义的描
述里得到了进一步深化。　　实际上，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是他的理论计划的合乎逻辑的后果
。他最初对后现代文化特征的分析见于《后现代主义和消费社会》一文，而他的综合思考则集中于他
的长文《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他对后
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要素”进行了系统的解释。　　在他的分析里，詹姆逊根据新马克思主
义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论的模式，把后现代文化置于社会阶段论的理论框架之内，指出后现代主义是
资本主义新阶段的组成部分。他宣称，后现代主义的每一种理论，都隐含着一种历史的断代，以及“
一种隐蔽或公开的对当前多国资本主义的立场”。依照厄尼斯特·曼德尔在其著作《晚期资本主义》
中的断代方式，詹姆逊提出：“资本主义有三个基本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标志着对前一个阶段的辩证
的发展。它们分别是市场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或帝国主义阶段，以及当前这个时代的资
本主义——通常人们错误地称作后工业资本主义，但最好称作多国资本的资本主义。”他认为，与这
些社会形式相对应的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文化形式。　　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
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可见的签名》、《时间的种子》和《文化转向》里，詹姆逊进一步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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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主张，从而使他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他一方面保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
时对极不相同的文化文本所包含的政治、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思想进行分析。他的著作把文学分析扩展
到通俗文化、建筑、理论和其他文本，因此可以看作是从经典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这一运动的组成部
分。　　詹姆逊今年已经70周岁，但他仍然孜孜不倦，从理论上对资本主义及其文化和意识形态进行
探索。在全球化的形势下，他关注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关注全球化与政治、科技、文化和社会的关
系，揭露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并力图从理论上阐述这些矛盾。在他看来，资本的全球化和高科技的
发展可能会导致新的社会和文化革命，出现新的政治和文化形态，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并不会过时，
而是应该在新的条件下进行新的解释和运用。他仍然坚持乌托邦的想像，认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可
能会出现新的世界范围的“工人运动”，产生新的文化意识，而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要从理论上对这
些新的情况进行描述和解释，提出相应的策略，否则谈论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就像空中楼阁，既不实
用也没有基础。　　不过，必须承认詹姆逊的著作确实难懂。他喜欢用长的复合句，从句套从句，常
常使人觉得眼花缭乱。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他刻意追求复杂的“理论节奏感”，追求德国式的逻辑严密
性。也有人说这种风格是他的理论建构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因为他认为世界是一个复合的整体。
还有人说这种风格虽然带来困难和困惑，但同时也带来快感和高雅感。詹姆逊的另一个困难是，他是
个自成体系的思想家，因此，甚至局部和具体的分析，也总是处于一种大的理论框架之中。具体分析
虽然采用辩证的方式，但总是关联到一种复杂而具体的文化和社会理论。那种理论提供潜在的设想和
参照，而不是明显地呈现出来。所有这些像是一个悖论：读詹姆逊总是读整个作品而不是单独一个文
本。这也许是所有自成体系的思想的一个特征：开始阅读时非常困难，因为必须找出基本的前提；但
一旦理解了这些前提，其论点便会说明越来越多的问题。　　这里选译的四卷本《詹姆逊文集》的文
章，是在詹姆逊授权之下并经过征求他的意见完成的，可以说基本上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的思
想和理论。四卷虽然标题不同，各有侧重，但它们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野，而是具有内在的联系，相
互交叠，应该说四卷是一个整体。其中有些译文曾在其他地方发表，但一大半都是新译。由于由多个
译者翻译，虽然我们尽量对译名和术语做了统一，但恐怕仍有疏漏之处，对此我们希望读者予以谅解
并给予纠正。　　人们常说，严格讲翻译是不可做的。就是说，在翻译过程中，必然会失去原来的某
些东西，甚至会有“误解”——“误读”现象。哈罗德·布鲁姆认为，阅读总是“误读”，但有“肯
定的误读”和“否定的误读”。我们主张“肯定的误读”：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在理解和联想的基
础上，说明（翻译）原作的意思。这样说，我并不是为“不忠实”的翻译开脱，而是希望读者在阅读
过程中，充分利用自己的知识构成，驰骋自己的想像，前后左右进行联想，以便从这些文集中获取更
多的启示。至于翻译中的错误和不当之处，毫无疑问，我们恳切期望广大读者和方家批评指正。　　
本书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有关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并对所有译者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真挚的谢意。　　最后，我们把这四卷《文集》的中文版献给詹姆
逊，作为对他70周岁的纪念，并对他的学术成就表示衷心的祝贺。　　王逢振　　20040414（詹姆
逊70周岁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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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卷书是在詹姆逊授权之下并经过征求他的意见完成的，可以说基本上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
他的思想和理论。四卷虽然标题不同，各有侧重，但它们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野，而是具有内在的联
系，相互交叠，应该说四卷是一个整体，其中有些译文曾在其他地方发表，但一大半都是新译。　　
詹姆逊，这个在西方思想文化界独树一帜的著名知识分子，以大师的气度和细腻周到的理论风格，对
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作了令西方和中国知识皆感兴趣的诊断性寓言⋯⋯　　本卷主题是“批评理论
和叙事阐释”，为读者提供了詹姆逊的理论和实践范式。他抛弃旧的制度化的窠臼，博采众家之长，
将新理论融会贯通，付诸实践，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思想和批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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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挺好的。理论书怎么评啊？写评论可以增加积分吗？
2、有理的好书
3、翻译得跟结巴一样，能有句通顺话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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