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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与想像》

内容概要

　　20世纪70-80年代的伊瑟尔是接受美学代表人物，90年代以后，他转向文学人类学研究。虽然我们
现在尚无法断言，伊瑟尔的文学人类学是否可能重现当年其接受美学对文学研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但可以肯定其于文学理论的冲击力当有过之。本谈话以虚构和想像为核心，讨论了文学人类学的主要
话题，如操演、表演、越界、他异、移异以及隐在他者，等等。这些讨论将使我们重新考虑以笛卡尔
认识论即以主客体二元对立为基础的文学理论的合法性问题，并可能启导我们在哲学本体论的意义上
“操演”出自身的存在。　　最近数十年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就此而论，它与哲学是同呼吸共命运的
，因为我们看到哲学也经历了这样深刻的变化。这里只要我们简单地比较一下半个世纪以前的与今天
的哲学情境也就够了，我们将发觉这种变化是何等地巨大和深刻。50年找的西方哲学仍可被划界为不
同的文化和政治帝国，如果以地域而论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德国、法国和英美，而若以其他视角观之，
则有纯粹学术性的、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的，等等。　　《虚构与想像：文学人类学疆界》标志着作者
在接受美学之后又掀起的一个理论高潮，是当前欧美批评界“文化转向”的一个范本。该书旨在从人
类学角度回答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的问题。作者沃尔夫冈·伊瑟尔是德国美学家，是接受美学康斯坦
茨学派的重要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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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惠敏，男，1961年生，河南淅川人。哲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兼
哲学所中外人文思想研究执行主任。曾留学美国加州大学批评理论研究所（Irvine）和德国蒂宾根大学
哲学系。主要著作有《后现代性与辩证解释学》（中国社科出版社，2002年）、《意志与超越——叔
本华美学思想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1999年）、《反形而上学与现代美学精神》（广西教育出版
社，1997年）等。研究领域涉及西方哲学、美学、文论、当代文化批评。　　阿莱斯·艾尔雅维茨
，1951年生，国际著名美学家。斯洛文尼亚文理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卢布尔亚那大学教授。
曾任国际美学学会主席（1998-2001），斯洛文尼亚美学学会主席（1984-1999），出版美学、哲学、现
当代艺术与文化评论著作多种。在推动国际美学的球域化及其后现代性的艺术转向上发挥过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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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译丛总序在虚构与想像中越界引言第一章 文学的虚构化行为有关虚构与现实的基本知识三元合一：现
实、虚构与想像虚构功能的区分：选择、融合和自解注释第二章 作为一种文学虚构范式的文艺复兴时
期的田园村古代的田园诗方案田园诗与它所指涉的现实田园诗的双重世界文学虚构作为表演、陶醉与
转换过程双重化和总体性的人类学含义注释第三章 虚构在哲学话语中的变迁导论：越越经验主义虚构
作为假象：弗兰西斯·培根和批评虚构作为模态：耶利米·边沁和肯定虚构作为一种先验的探索：汉
斯·费英格和新康德主义认识的变色龙：关于虚构的若干结论注释第四章 想像历史纵览作为能力想像
作为行为的想像激进的想像虚构与想像的相互作用补论：贝克特的想像枯竭和幻想文学注释第五章 文
本游戏游戏之“地图-地域关系”模仿与象征：相互依赖的游戏文本中的游戏游戏与被游戏注释第六章
结语模仿和表演人类学范畴的表演注释人名索引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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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文学 一点也不人类学
2、书是好书，可惜被译者糟蹋了
3、⋯⋯没看完，接近哲学了，十分艰深
4、比较喜欢这本书的文笔。
5、没有读完，下次继续吧~
6、被叶舒宪称为“文学哲学”的伊瑟尔文学人类学理论，凝练、艰深，一般人无法进入这个超想象
的世界。
7、没看懂
8、翻几页就知道是那几个搞后现代的人翻出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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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虚构与想象》这本书的意思，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文学是人类本质力量的显现。为了论述这
个主题，本书横跨了三个领域：哲学、文学、人类学。虚构是人类的一种行为，想象是人类的一种能
力，所以这本书的副标题是“文学人类学疆界”。邓晓芒说康德哲学是人类学，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考
虑的。作者对虚构和想象的定义，脱胎自胡塞尔现象学，因此这本书又是一本哲学著作。在文学中，
我们能够最集中、最典型地观察这两个概念，所以伊瑟尔研究的许多现象和问题来自文学领域，甚至
可以说，伊瑟尔基本是以文学为载体来讨论哲学和人类学的。什么是文学？《虚构与想象》认为，对
于作者来说，文学是创造人工制品的游戏；对于读者来说，文学是在人工制品中寻找意义的游戏。许
多人不喜欢游戏这个词，主要是考虑到它的娱乐性。我认为，我们尽量不要去把这种娱乐性想象成一
种低级的快感，而应该想象成一种本质力量得到证明、创造能力得到实现的愉悦。并且游戏这个词不
仅仅包含着愉悦的成分，它还有更重要的内涵。按照伊瑟尔的说法，游戏使得虚构和想象能够显现出
来。从人类学的意义上理解，如果不是处于一种生机勃勃的状态中，如果没有闲暇和精力进行对美的
观察和思考，如果不是为了获得高尚而纯粹的乐趣，人类就不会拥有辉煌的艺术。正是由于游戏，人
类才从满足于肉体温饱、生活便利的狭隘状态中抽身出来，从事伟大的艺术创造。从哲学意义上，游
戏这个词让我想到英语里面的play。Play这个词不仅有游戏的意思，还有“开始播放”的意思。由于游
戏这个词在人类学意义上的对等词是“表演”，而play还有戏剧的意思，所以我想伊瑟尔这本书的英
译本假如把游戏翻译成play是毫不奇怪的。Play这个词带有“开始显现”的意味。这种开始意味着时间
的展开。在时间中的存在是人类作为一种四维世界中的生物特有的存在方式，所以任何形式的人类活
动都必须在时间中进行，包括虚构和想象。严格来说，想象并不是一种人类活动，伊瑟尔更倾向于把
它定义为一种人类的能力，而虚构才是人类的实在行为。想象是弥散的，无边无际的，虚构则赋予想
象一种形式。伊瑟尔对虚构整整论述了三章，而论述想象的部分却只有一章，就是因为想象这个能力
和胡塞尔的直观一样，是不好论述的。和直观一样，想象这种能力没有形式，一旦我们开始谈论它，
我们就从那种状态中抽身出来了，总是或多或少地遗漏了什么。伊瑟尔在谈论想象的时候总是不得不
求助于对梦这种无意识的研究，因为做梦和想象一样，是不能用意志等外部力量来强制进行的行为。
当我做梦的时候，我就已经在梦中了，假如我意识到还有一个梦外的我在做梦，那么我就快要醒了，
梦也停止了。伊瑟尔说想象没有对象，有人会问怎么能没有对象呢？我梦到我去了喜马拉雅山公园，
我想象的对象不就是那座著名的最高峰吗？这句话不能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所谓对象本来就是相对
于主体而言的一个概念，它意味着有差异的两个不同存在。既然我没有从梦中惊醒，我的意识也就是
我正在做的那个梦，所以我的意识和梦此时是没有差异的，因此这个意识没有对象。此时我们要尽力
摆脱日常语言带来的影响，在现象学语境中理解“对象”这个词。顺便说一句，这就是我不赞成把所
有的哲学说理都派给日常语言的原因：这事用日常语言想不通。相比之下虚构要好论述得多。它是一
种有形式的、能够靠意志来进行的超越性行为。我们可以把它从时间的演历中截取出来进行观察。由
于虚构是一个实在的行为，而不是一种潜在的能力，所以这个概念至少由两个不同的要素组成：进行
虚构的意识和被虚构出来的意识。笼统地说，尽管被虚构出来的东西是假的，但是虚构行为却是切切
实实正在进行的。如果不是有一个实际上正在虚构的行为，那假的东西从哪儿来呢？由于这个行为包
含了这样两个完全不同的要素，所以它是一个标准的、典型的超越行为，它不同于自身。想象也是一
种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超越行为，但是这种超越性不是包含在这个行为内部的，它的超越性只有在对它
的反思中才能看见，所以这个行为作为超越性行为来说不典型。不过从哲学上来说，说虚构这个行为
“包含”它虚构的对象是不恰当的，我虚构出一座金山，这并不意味着我的意识中真的存在一座金山
，只能说我的虚构“指向”这座金山。我在上个自然段说超越性包含在了虚构行为的内部，是因为这
个行为中虽然不包含它的对象，却包含了某种能够让行为指向对象的要素，胡塞尔称之为质料。而想
象作为一个不包含差异的潜能，它不包含能让自己和其他东西分离开的要素，所以它不是一个天生的
越界行为，只是我们后来经过和真实世界的比对，认为它和真实世界不一样而已。伊瑟尔说游戏是一
种包含了差异的活动，这个差异就是虚构和想象的差异。虚构赋予想象以形式，想象成为虚构的意向
对象。由于虚构是一种超越行为，所以它创造了一个世界，并不断地雕琢这个世界。在读《三个火枪
手》的时候，我们不在乎故事讲述的事情和历史真实是否符合，在读《登幽州台歌》的时候，我们也
可以不在乎陈子昂是否真的产生了两处茫茫的孤独感。因为我们知道，文学作品中的世界和现实世界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可以不在乎文学世界中讲述的那些事情是真是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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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是现象学中所说的“悬置”态度。我认为伊瑟尔只是在“使用”悬置这个概念，这里的悬置
和胡塞尔说的不一样，更像早期的现象学心理学。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伊瑟尔论述的前提就是文学
的虚构性，悬置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方法，而不是一个需要进行理论描述的对象。对哲学家来说整个世
界都是可以存而不论的，不止文学世界而已。文学不是凭空创造，文学世界能够让人感到它的真实，
并且比现实世界更加真实，是因为它具有真实性。虚构行为会从现实世界中选择真实的原素，使它们
脱离原有的语境，参与到虚构世界的塑造中来。从西方文学理论的传统来说，这种选择是一种模仿，
它描摹事物，把事物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同时还是一种象征，它创造了和现实事物相似的仿制品。
模仿更强调两者的相似，象征更强调这是两个不同的事物。文学的真实，就是在成功的模仿和象征行
为中表现出与被模仿和象征的事物的相似性。然而文学不仅是创造一个与真品相似的仿制品。我们说
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为什么呢？当然我们可以说文学浓缩地、集中地表现了生活。但是伊瑟尔
没有从这个角度来说。在现象学中，我们说一个事物显现出来了，就是“如其所是”地显现出来了，
它就是它显现出来的那个样子。然而这个说法其实是有瑕疵的，因为任何有限的意识行为都不能完整
地表现对象，也就是没有真正做到“如其所是”。不过文学可以弥补这个缺点。文学并不会大言不惭
地宣称自己表现出来的就是对象本身，文学只是把“事物仿佛是什么”揭示出来。在哲学那里，强求
不完美的人类行为方式要显现一个完整的对象是困难的，相比之下文学更加谦逊而诚实，因为它暴露
出人类行为的有限和不完美，只要求自己表现部分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比哲学更好。伊瑟尔
的《虚构与想象》这本书非常精彩，但是在具体的理论表述中也存在一些小小的瑕疵。比如说，虚构
的最后一个阶段是融合。从这个概念的名称、以及伊瑟尔的具体论述中，都不难发现这个概念和胡塞
尔的“充实”行为有关。那么这个行为有没有形式、是否完整呢？我觉得这是个问题。此外，伊瑟尔
一直说“游戏”开辟了一个疆域，然而对这个疆域是什么却缺少充分的理论说明。我猜想，这个疆域
可以是虚构和想象之间的差异造成的，也可以是时间中的距离造成的，还可以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距
离、也就是“他心”的问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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