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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金森与后浪漫主义诗学研究》

内容概要

《狄金森与后浪漫主义诗学研究》把狄金森置于后浪漫主义语境中，在认识论框架下探讨狄金森的诗
学思想及创作实践。作者以“含混”与“不确定性”的内在联系及本质差别为依托，分析探讨狄金森
含混风格的表现形式、认识基础和审美效果，旨在揭示狄金森诗歌意义内在的开放性、其诗学思想的
过渡性以及19世纪诗歌传统与20世纪文学观念之间的深层延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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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晓晖，兰州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学士、硕士，北京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挪威奥斯陆
大学访问学者。现为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多年从事英美文学教学与研究，主
要研究方向为19世纪美国文学，已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国外文学》、《世界宗教
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近2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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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次，从反思主体性的角度揭示狄金森诗学思想的过渡性，从而展示浪漫主义与后现代思想的内
在关联。如果含混作为文体手段表现了认识观念的冲突与对立，或者说含混作为文本现象预示着意义
解读过程的多种可能性，从含混到不确定性的转向也表明狄金森的怀疑主义倾向从人的认识能力转向
世界的本真存在。本书力图阐明，狄金森在表现主体性导致的人与自然异化、自我分裂等问题的同时
，也尝试对主体性的困境有所突破。她通过个性化的方式重新审视人在自然中的地位、自我与他者的
关系以及认识的本质，并把认识的重点从人对自然的主导性转向自然与自我的“情境化”，从主体认
识的统一性、连贯性转向个体认识的异质性、间断性、不确定性，从主体对客体“内在特性”的认识
转向自然现象的“内在压力”对心灵产生的影响和效果，从而使认识的核心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过渡
。　　最后，尝试讨论狄金森诗歌的哲学维度和思辨性，通过探讨狄金森的诗学思想与尼采的透视主
义（Perspectivism）认识论的某种契合与分歧，揭示二人对主体性及其困境的不同反应。在认识论问题
上，狄金森和尼采都是怀疑论者，二者都认为人的智慧对自然的探索无法达到真理性的认识，个体认
识不可避免的局限造成了真理的多元化和透视性，并因此而强调含混作为生存及诗学策略的重要性。
然而，相同的怀疑主义却展示了不同的发展轨迹，狄金森的诗歌试图放弃自我的中心地位，克服主体
认识的占有性，并因为认识到结果的不可知而加大了对体验过程本身的关注，对狄金森来说，自然以
无限反照出自我的有限而给人以崇高的感觉，否定的作用可以激发意义的产生，所以存在的意义就在
于体验世界的变幻莫测与自然奥秘的难以破解。而在尼采看来，生活中没有“事实”而只有“解释”
，所谓真理只是虚构。但尼采一方面否定了全知视角和超验的认识能力，另一方面却又认为生命的基
本条件就是拥有单一的视角，否则就会陷入疏离、孤独、无助的泥沼，如果超验真理不存在或无法了
解，那么人就有了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真理的自由。在理性的神话结束后，尼采转向非理性的力量，
把权力意志视作世界的本质。可以说，尼采的思想在两个极端之间游走，既否定确定性的存在，又宣
称信仰的缺失要以虚无为代价，最终未能摆脱主体性困境的窠臼。　　基于上述认识与考虑，本书试
图从含混诗学的表现形式、文学承传、认识论关怀、审美效果等方面构建主体框架，以探索狄金森对
主体性困境的再现、反思和突破。通过分析狄金森的诗歌在审美实践的对象、作用、及本质等问题的
探讨中表现出的自我解构倾向，从而揭示狄金森诗学思想中的后现代萌芽，同时本书力图阐明，作为
后浪漫主义诗人，狄金森关注个体经验的复杂、混乱与破碎，强调意义的多种可能性和诗学表现的间
接性与片断性，实质上反映了她对主体性的质疑以及她在克服主体性困境方面所作的尝试。　　第二
章将探讨狄金森含混诗学的表现形式，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狄金森如何使用文体手段造成主题连
贯性的缺乏或中断，文本意义的模糊或空白，叙述立场的相互冲突或飘忽不定：（1）隐喻与换喻的
关联，以及二者之间的转换体现了诗人的认识变化。从认识论的意义上看，含混与隐喻有着密切的关
系，二者都会产生“双重视域”（doublevision）的效果。比喻手法通过事物名称在不同种类之间移动
和置换使意义失去了确定的所指，与强调相似性的隐喻相比，以邻近性为特征的换喻修辞还最大限度
地体现了认识的本质：个体只能获取对某个事物某个层面、某种角度的局部了解，而不可能达到直接
、完整、全面的认识，整体概念因此成为持续不断的未完成过程。（2）语境的缺失。狄金森的诗歌
不仅比喻本身离奇新颖、比喻出现的语境或“所指背景”也模糊不清。如果狭义的语境指诗歌得以产
生的具体情景，广义的语境则包括社会、文化和历史等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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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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