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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版*新美国文学史+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史观及其反思

李!松

摘!要!哈佛版$新美国文学史%在叙史的体例,思路,方法等方面开辟了文学史书写的新范式* 它具有如下五个特点!第
一)秉持文化视野的文学观* 文学内涵大大扩容)模糊了文学与文化的边界+第二)体现了后现代主义文化去分化的理
念+第三)主张文学史的建构观* 第四)拆解总体性历史元叙事)强调历史横断面的小叙事+第五)重视文学接受的考察*
辨析该书文学史观念的思想依据)有利于更深刻理解其知识背景与历史语境)并且对这种文学史观念进行必要的批判性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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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L言

继%新法国文学史& !MLCL"$ %新德国文学
史&!!"##J"问世之后(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国别体
*新文学史+系列于 "##L 年 L 月出版了史诗般的

巨著%新美国文学史& !/?#@A17#$3$):127'$)'4
/-#$163"(全书总页数 MM"C 页(正文页数 M#LJ 页1
该书由哈佛大学教授$著名音乐学家$文化批评
家$历史学家格雷尔,马库斯!%.',8W6.2&("和英
国文学以及非洲和非洲裔美国文学研究专家沃

纳,索勒斯教授!U'.1'.H-88-.("共同主编1 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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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研究!"#M9 年第 M 期

文学史一经面世(美国的学界和媒体反响极大(被
%出版人周刊&评为 *"##L 年最佳非小说类书
籍+1 %纽约杂志&言简意赅地指出这是*一本重
要的$兼收并蓄的厚重文集+!:3-P6(D-823,'I"1
%波士顿凤凰报&则将该书列为*"##L 礼品书首
选)读者快事1+认为*%新美国文学史&不仅涵盖
了 MJ#K 至 "##C 年间美国发展的高峰时期(也探
索了它所经历过的低谷1 该书不仅给文化$历史
和政治爱好者奉上了有滋有味的佳肴(同时还附
有一些智慧的佐料+!F')'.̀ 6+<,("1 %纽约时报&
%纽约书评& %华尔街日报& %观察家& %芝加哥论
坛报&%财富&%高等教育纪事&等二十多家媒体纷
纷热评(惊呼)文学史可以这样写'0 这一惊叹既
有首肯(也有质疑1

%新美国文学史&的体例是以之前出版的%新
法国文学史&为范本(哈佛教授王德威对这一文
本的书写思路有相当精要的概括)*法国文学史
的编者非常清楚地说(他们首要的目标就是把这
样的一个大叙事完全解散(解散之后呈现出来的
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点状辐射式的脉络(在这个
脉络中被引用出来的各个时间$作品$作家$运动
等相互产生激荡(读者翻到任何一页(都可以从那
一页的那个时间点上进入到复杂的$广阔的法国
文学律动的世界里(这是法国文学史编纂最基本
的原则+ !王德威"1 这个原则成为了哈佛版的
*参考书库!_';'.'12'N,̂.6.>"+(新文学史系列的
每一种文学史著作的理念与学术传统(也是解读
%新美国文学史&的进路1 %新美国文学史&采用
编年体形式(由每一个作者选取一个自己认为最
有意义的时间点1 出版的定稿以时间作为主轴(
串联起 "M9 篇相对独立的文章(贯穿自 MJ#K 年至
"##C 年美国建国前后 J## 余年的历史1 这种编
撰体例形成的篇章如同本雅明提出的*星丛+概
念(即文章呈现为*思想的碎片+1 *每一个理念
都是一颗行星(都像相互关联的行星一样与其他
理念相关联1 这种本质之间的和谐关系就是构成
真理的因素+!本雅明 K"1 本雅明认为观念的本
质既独立于现象(又彼此独立(如同天体中和谐运
行并不接触的行星(但它们和谐运作又构成*星
丛+1 "## 多篇相对独立的文章如同星星组成*星
丛+一般的长篇文学史史诗1 读者打开任何一页
漫游其中(从不同角度进入关于 *美国经验+
!5P'.,26'VG'.,'12'"$ *美国制造 + ! W6+',1

5P'.,26"的历史断层(从文学史$文化史$政治史$
社会史等学科的视域融合中发现每一个篇章之间

各自的轨道和相互关联(最终脑海呈现出一个完
整的文学史*星丛+的景观1

就笔者目前所见(国内学界关于%新美国文
学史&的研究只有郭英剑教授一篇文章("

但是该

书的文学史理念具有范式转型的方向性意义(有
必要廓清其理路$评价其得失1 笔者拟从文学史
理论的角度分析该书叙史方法的思想依据(并对
构成其文学史思想的基本观念进行反思性批判1

一% 文化视野的文学观

%新美国文学史&文学观念内涵的转变(与 "#
世纪八十年代西方学界的*文化转向+ !D&8)&.68
:&.1"的范式转型有关1 *新文化史+的命名源自
美国新文化史家林,亨特!N>11 =&1)"的%新文化
史&!!"#?#@D>,7>$3,:127'$)"1#

该书认为(*新文
化史 + 不 同 于 ML 世 纪 末 布 克 哈 特 ! Y62-̂
7&.2b36.+)"和哈伊津伊!Y-31 =&,<,1@6"所创作的
古典文化史(它取代了*新史学+中的社会史$经
济史$人口史等视角1 在新文化史家看来(*文
化+并不是一种被动因素(文化既不是社会或经
济的产物(也不是脱离社会诸因素独立发展的(文
化与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是互动
的/个人是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他们至少在日
常生活或长时段里影响历史的发展1 同时(研究
历史的角度也发生了变化(新文化史家不追求
*大历史+ !自上而下看历史"的抱负(而是注重
*小历史+!自下而上看历史"的意义(即历史研究
从社会角度的文化史学转向文化角度的社会

史学1
在*新文化史+的视域中(%新美国文学史&经

历了对传统文学观念的解构(建构了一种文化意
义的文学观1 该书将文学内涵大大扩容(模糊了
文学与文化的边界(甚至干脆以文化范畴取代文
学(其内容五花八门(几乎无所不包1 %纽约时
报&评论道)*%新美国文学史&不同于哈佛大学出
版社的其他文集2334它超脱了任何标准的文
学定义1 除开那些包括书面文字的作品之外(其
对象还涉及战争纪念碑$爵士乐$博物馆$连载漫
画$电影$电台$音乐剧$摩天大楼$神经机械学以
及摄影(等等+ !F6).,2,6D-3'1"1 这种做法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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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版%新美国文学史&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史观及其反思

了文学史写作通常要处理的体裁分类1 *这本书
表达了对于棘手的文学史体裁的反思1 一般而
言(常规的文学史陷于直接批评与历史叙述的断
裂(最后转向对作者生平和常规的文学名著的乏
味陈述+!D3.,()-G3'.H3'6"1 而该书打破体裁分
类各自为政的格局(将学理批评和历史叙述有机
结合1 *数百作者所写的文章虽然简短(但是所
涵盖的思想却很广泛1 他们基本上涉及到了造就
今天的我们的所有一切事物###从猫王到奥巴
马+!Y-31 %6<>"1 是什么样的历程$事件造就了
今天的美国' ###这是该书明确的问题意识(即
着眼于当下(聚焦于问题(沉浸于细节1 %出版周
刊&认为*这是多元文化和美国研究的巨大成就(
在当今这个网络时代照亮了严肃的$解释性的参
考书出版的道路+!Y-16)361 7,88"1 既有如同网络
搜索引擎的功能一样可以提供的百科知识(又提
供了严谨负责$富有启发的认知思路1

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十二大类)!M"文
学类)如%沃尔特,惠特曼(5草叶集6&$%MLJJ 年
M" 月(纳博科夫的 5洛丽塔6&/ !""电影类)如
%ML$M(公民凯恩&$%MLC"(疯狂街头&/!I"音乐
类)如%MLJI 年 M 月 M 日(乡村音乐&$%ML9" 年(
鲍勃,迪伦写作5伍迪之歌6&/!$"文献类)如
%MKK9(独立宣言&$%ML$$(第二权利法案&/!J"人
物类)如%M9LI L$(爱德华,泰勒&$%:RHR艾略
特与 AR=R劳伦斯&$%"##C(贝拉克,奥巴马&/
!9"物质类)如%MCC$ 年 K 月(划线机&$%MLIJ(摩
天大楼&$%ML$J 年 C 月 9 日(上午 M#)$J(原子
弹&/!K"事件类)如%MC#M 年 I 月 $ 日(杰斐逊的
第一次就职演说&$ % ML#I 年(蓝调的发明&/
!C"观念类)如%MCK" 年 MM 月 J 日(男女天生平
等&/!L"学科类)如%ML$C(诺伯特,维纳(控制
论&$%ML9#(心理学&/!M#"文化读物类)如%ML9J
年 M# 月(马尔科姆,艾克斯的自传&/!MM"社会
现象类)如%ML9L 年 M" 月 M" 日(越南的眼睛&/
!M""社会运动类)如%MCJ# 年 K 月(玛格丽特,福
勒与超验主义运动&1

虽然该书的主编沃纳,索勒斯说)*在广义
的现代美国文化中(文学的定义被扩大了1 我不
认为我们以前卫的姿态把文学往前推进到原本已

经到达的地方1+*我们不想把这本书叫做是文化
史(因为那实在是太潮!).'1+>"了1 而是应该被
称为 -软知识 . ! ,1)'88'2)&688>(-;)"+ ! U'.1'.

H-88-.("1 但是(实际上该书的内在理论与实际表
达恰恰反映了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文学观(即借助
文化透视历史与社会的文学性1 索勒斯说(希望
以文学为中心(但依旧把所有形态的作品都包括
在内了1 他特别提到了 *美国制造+ !W6+',1
5P'.,26"这一概念(认为是这一概念扩大了他们
的选材范围(即凡是与*美国制造+有关联的(全
部可以入选1 他特别提到并引用了普里西拉,沃
尔德!F.,(2,886U68+"的话)*该书是鼓励读者积极
参与到历史研究之中的###看到历史事件之间的
关联(争取搞懂历史1+他认为这话比自己说的都
好!F.,(2,886U68+"1 该书基本主题的设定与体例
的安排(除了与马库斯$索勒斯作为主编的总体理
念有关(同时也反映了欧美人文学界一种总体的
思想倾向1 因为 "## 多位作者大多出自哈佛大
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美国名校(以及加
拿大$英国$德国等高校1

该书将文化视作与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之
间互为影响的因素(而不是仅仅被动地由经济所
决定1 其编者试图*透过文学的透镜重新审视美
国的经验+1 凡是与美国经验有关的(或者说(凡
是透过文学的透镜能够看到的美国经验(都应该
是可以被讨论的对象1 有记者问)*如何通过美
国文学改变或者加强我们对美国历史的理解' 换
句话说(文学史为什么很有必要'+格雷尔,马库
斯回答道)

从一开始!人们就一直在努力弄明
白美国到底是什么+ 这个国家本身###
甚至在它作为一个民族之前###就一直
是这个国家的重大主题"在各种书写中!
在大众播音中!在音乐中!在舞台上!在
银幕中+ 因而这个国家已经产生了一种
关于自身的深刻的3万花筒式的文学表
达###但是!不仅如此!文学在最广大的
意义上试图说明这个国家是什么!这一
话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全国性的辩题!即
美国可能是什么3应该是什么+ $%.',8
W6.2&(%

马库斯提出了一个%新美国文学史&的核心
宗旨(那就是尽最大可能从文学史角度去发现
*美国可能是什么+/并且隐含着价值判断的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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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即美国*应该是什么+1 如果说文学是人类心
灵的历史(该书则试图揭示美国历史中的国民
心灵1

有媒体进一步追问)当努力理解轴心式历史
时刻的时候(为什么非传统的文学意义上的资源
显得那么重要' 也就是(为什么文学史书写一定
要溢出审美自律论的文学边界' 沃纳,索勒斯
说)*这个过程并不企图去创造一部新的经典(或
者推翻一部旧的经典1 而只是去选择那些让我们
觉得有趣的话题(这些话题经常以出人意料的方
式反映了我们对音乐$艺术$文学$科学史$政治$
环境不同的兴趣(我们的不同趣味很可能会使读
者着迷(给他们以灵感+ !U'.1'.H-88-.("1 推翻
经典(重塑经典(意味着通过文化权力制造文学差
序格局1 而索勒斯试图在没有中心也没有边缘$
并非一元而是多元$并非直线而是网状的文化空
间寻找可以引发意义诞生的入口(把文学放置在
一个球状的网格化空间(寻求一种更宽泛的理解1

二% 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去分化

现代性文化的特点之一体现在精英与大众的

分化(而后现代文化则出现了去分化的倾向1 现
代主义所强调的自律与他律$审美与政治$经典与
通俗等鸿沟与壁垒被后现代主义填平$打破了1
菲特勒提出的*跨越边界###填平鸿沟+这一说
法(体现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基本信念1

!一" 艺术与非艺术界限的消失1 %新美国
文学史&最大的特色是文学与文化边界的模糊(
该书将文学从传统所定义的纸质文本向日常生活

的器物文化$大众文化以及作为日常活动的生活
方式蔓延1 正如一些媒体所概括的)*马库斯和
索勒斯编纂了一部杰出的美国史1 他们对于文学
的广义定义包括-不仅是书写的(还有声音的$表
达的$发明的任何形式.的作品1 最重要的是(
%新美国文学史&告诉人们(美国的历史###和文
化###多么充满活力(多么丰富多彩+ !N62'>(
%68̂.6,)3"1 *这本书可以称作文学史(但是更是
一本内容宽泛的文化史(更像一部多种语言形
式###小说$散文$戏剧$公开演讲和私人信件$布
道等等的历史2334编辑者所做的选择非常明
智(这些文章作者的思想也饱含激情!*8,<6̂')3
:6>8-."1 %纽约书评&作者拉里,麦克孟瑞!N6..>

W2W&.).>"认为)*对整本书的感觉是宏大的史诗
2334读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我感觉到了作为一
个评论者极少会有的感觉)自豪1 不是对美国政
治或政策的自豪(而是对我们的言说的自豪
2334在我看来(可能这本书的编者和作者的最
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是在于他们能够精准地找到

一种事实与另外一种事实之间的联系2334所
有主要的作家(不管是诗歌方面的还是散文方面
的(都写出了有思想的文章+ !N6..>W2W&.).>
MM"1 从上述肯定性评价可以看出(后现代文化
语境中的*文学+内涵具有艺术与非艺术互相混
融的特性1

该书的理念贯穿着主编马库斯一贯的学术思

想1 他是资深的音乐评论家(也是历史学家$文化
批评家1 他的摇滚乐评论走向了具有社会介入力
量的文化研究领域1 格雷尔,马库斯说道)*文
学作品的定义是必须与说故事相关1 也就是故事
开始的地方1+例如温切斯特来复枪的发明(*变
成上千个故事的源头1 这把来复枪成为美国的一
种象征(也成为每个人的参照准则1+由此可见(
文学史不再单单局限于文学作品的言说(与文学
相关的社会生活(或者导致文学之所以如此面目
的一切现象$问题都可以进入文学史叙述1 因而
可以理解为什么主编认为*文学并不单单指那些
被书写的文字(而且还应该包括人们的言说和表
达$创作(而不管它们采取的形式是什么+ !郭英
剑"1

!二" 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界限的消失1
%书评&杂志认为)*它很有分量1 它是一部带着
文学倾向的-宏大文化史.(一部雄心勃勃的$大
胆的文集1 它不仅通过美国的经典文学作品或已
经被遗忘的文学作品(还通过音乐$艺术$流行文
化$演讲$信件$宗教传单$相片和最高法院决议等
等(描写了美国的历程+!A-116H'6P61"1 *宏大
文化史+的观念$五色杂陈的文类意味着(该书化
解了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对抗(精英作为
少数群体与*无差别的平均人+的大众之间的对
立1 后现代主义文化生产放弃了精英主义(转向
通俗和流行文化1 现代主义所确立的诸多界限随
着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媾和而走向瓦解1

%波士顿观察者&认为)*人们对一本冠以%新
美国文学史&这么大一个书名的书抱以很高的期
望是很自然的1 可是没想到的是(这本书不仅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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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版%新美国文学史&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史观及其反思

达到了人们的期望(而且远远超出了这些期
望2334埃德加,艾伦,坡所创作的侦探故事
与林肯 道格拉斯的辩论被相提并论1 汉克,威
廉姆斯的乡村音乐与佐拉,尼尔,赫斯顿只相距
几页1 这本书就像美国一样(是一个大熔炉
2334如果你曾经嫉妒英国有莎士比亚$狄更斯
和奥斯丁(这本书会让你重新爱上美国的信心$创
新以及勇气33这是美国历史的财富(也是文学
爱好者的财富+!W,23'88'̀ '.1("1 上述评价与其
说意味着人们接受了%新美国文学史&弥合精英
与大众差异的做法(不如说审美的日常生活化$文
化消费大众化已经成为西方社会的客观现实1

三% 文学史意义的建构观

文学史的书写意味着(书写主体对过往作家$
作品$思潮等文学现象的体验与思考(然后根据一
定的价值观念与书写策略进行叙述1 于是(文学
史的本来面目呈现为一种关于历史的叙述(叙述
的主体$角度$方法成为了意义建构的依据1 文学
史叙述使沉默的历史得以复活(使过去的时刻返
回当下(使自在之物焕发多重含义1 文学史既然
是一种关于历史的叙述(那么(不同的历史观会决
定不同的叙事方法(进而影响意义的发生1

何谓历史' 关于历史对象的解释会形成三种
不同的历史内涵)历史的实然形态)历史意味着真
实发生的事件(即历史本身(这是历史具有客观性
的依据1 历史的现实形态)历史的存在即地下出
土文物$地上文献以及口头历史所获得的历史1
历史的可然形态)历史研究是对历史对象解释的
结果(即历史理解(这是历史学具有主观性的原
因1 历史是一个时间概念(涉及过去$现在和将
来/历史是一种认识的产物(涉及研究主体与研究
对象/历史是一种空间存在(涉及本土与世界1 由
于对*历史+一词的理解不同(学界大致存在三种
不同的历史观(即重构论$建构论和解构论1 重构
论认为存在一种本质的$单一的$客观的历史真
实(史家的工作是根据社会背景$文献$物质文化$
口述历史重建历史现场(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1
%新美国文学史&是一种建构论的历史观(格林布
拉特$海登,怀特等新历史主义思想是该书的灵
魂1 这一点并不意外(哈佛大学本来就是新历史
主义的发源地1

%新美国文学史&是一种建构论的历史观(认
为文学史研究意味着书写者借助自己的主体精神

力量*重新+*复活+历史1 涉及历史理解的理论$
情感$体验$趣味等主观因素(###也就是伽达默
尔所说的前理解$或者先入之见###不但不是需
要悬搁的对象(而且是需要主体与之对话之物1
主体在理解中与文本不断交流(从而不断地形成
视域融合(形成新的成见(而新的视域又构成下一
次理解的起点1 *%新美国文学史&所呈现给我们
的(相当于美国文化的几何碎片1 你可以关注任
一点而从中窥得全貌(也可以站得稍远一些对之
进行审读(从而获得更宏观的感受1 你所看到的
更多是现在(而不是过去+ !U'(A6B,("1 历史事
实本身是沉默的(历史学家则是历史事实的唤醒
者(也是代言者1 历史学家的问题意识与价值立
场赋予时间幽暗之谷的某些事实以意义1 历史学
家爱德华,卡尔认为)*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
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
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1 史家与
史料$事实之间的关系(就并非重构论所设想的那
样史家只是消极地反映和呈现史实(实际上历史
的意义是主客双方交互作用的结果1

!一" %新美国文学史&的当代性1 克罗齐的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味着(研究历史总是现
时现刻的思想活动/历史研究是由现时的兴趣引
起的/历史是按照现时的兴趣来思考和理解的1
总之(历史研究是历史关照与当下关怀的统一1
历史学家只有以自己的精神去*重演+*重现+*重
新复活+历史人物的思想和精神世界(才能真切
地把握过去1 %新美国文学史&的起始年份是
MJ#K 年(即*美国这个名字开始出现在地图上+的
时候1 最晚则延伸至该书的当下截稿时间)
*"##C 年 MM 月 $ 日(奥巴马+(即彼时奥巴马当上
美国总统1 这种通贯古今(直逼当下的写法体现
了鲜明的当代关怀1

!二" %新美国文学史&的建构性1 文学史家
自身的理论思维和分析能力(决定了对于文献的
甄别$选择与运用(讲述历史的过程也就是建构历
史的过程1 *%新美国文学史&是一本关于美国人
创造了什么(美国创造了什么的书1 它是作为主
体的作者讲述了美国的哪些方面(以及评述这些
作者的撰稿者们又讲述了美国哪些方面的东西1
无可否认(对于文学名人有一定的开发利用(但是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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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做法在于引起我们的注意(并且是很严肃的1
这种做法存在于这个写作群体的想象之中+ !Y,88
N'G-.'"1

不妨如此理解%新美国文学史&)这是一本关
于美国文学的历史的叙述(探讨文学诞生的历史
过程1 通过美国文学透视*美国经验+与*美国制
造+(通过历史的文本化$文学性叙事来认识何谓
美国文学1 编者认为(新的美国文学史书写的是
一个*人为制造出来的国家的故事+(而这些故事
在很多方面都先于美国社会就存在了1 他们说)
*美国文学不是继承而来的(而是创造出来的1+
在美国历史上(没有什么传统能够独领风骚(也从
来就没有固定的文学形式(美国历史(包括了文学
史$社会史$政治史$宗教史$文化史$技术史(但它
们一直都是一个*人们如何理解+的问题(也是人
们理解之后如何向其他人讲述的问题(在这里(大
家都既是个体(也是整体中的一部分1 这样来看
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自然会把文学与历史有关的
其他内容涵盖进来!郭英剑"1 %沙龙&杂志认为)
*这本出色的书是关于美国历史和文化的鸿篇巨
著(充满着探索精神(带给读者诸多惊喜(使人不
断受到启发2334它不单单是参考书或者评论(
也不仅仅只是历史或论述(它不属于任何一种流
派(而是对所有流派的卓越的结合1 这听来似乎
不可能(但是我们所看到的结果却显得是必然$必
要的(而且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2334与其说它
是一本文学史(不如说是文学版的历史(是通过我
们所创造的文化来表述的历史1 它重新解释着我
们的过去(塑造着我们的未来2334在存在着维
基百科的这样一个时代(一本有价值的参考书不
能只是陈述事实(而应该告诉我们事实背后的意
义(而 %新美国文学史&做到了这一点+ !N6&.6
W,88'."1 该书的历史书写作为一种意义建构的行
为(力图从史料碎片中拼合一幅令人信服的图像(
这种当下的历史叙述联结着过去和将来###当下
的立场制约着对过去的阐释(也体现了一种关于
未来世界的期许1

四% 走向历史小叙事

传统的文学史书写迷恋一种总体性的$一元
论的$直线式的$目的论的历史观(这种宏大叙事
的背后是关于历史的本质主义观念1 与古典文化

史的*自上而下+的*大历史+不同(%新美国文学
史&试图发现一种*自下而上+的小历史1 它更关
注那种边缘的$异质的$个体的历史现象1 西方学
界的文学史研究越来越倾向于文化研究的范式1
与总体性的历史叙事强调宏观的文化视野相比

较(小叙事的文学史书写关注历史的边缘$横断
面$偶然性$碎片化$非统一性等问题1

小叙事关注微观$边缘的历史对象1 小叙事
回避宏大叙事的总体性与元叙事(聚焦于一些具
体的$多样的和富有特色的历史事物1 放弃某种
先在的历史观念或本质主义立场(在总体性的语
境中寻找别具一格的$多种可能的社会因素(从具
体入微特定的文学现象入手1 例如该书中的日常
叙事)%M9K#(印有上帝头像的邮票&/%ML"C(十一
月十八日( 吹哨子的老鼠&/%MLII(5娃娃脸6受
到审查&等篇章体现了书写者别样的匠心(或者
说历史学家的技艺1 这种文学史小叙事(走的是
*自下而上+的经验研究路径(注重个人趣味的历
史发现(呈现特定的文学与社会史实的具体性和
多样性1 这种发现有时会与某些先入为主的宏大
历史观念$本质主义的历史观相冲突1 对于标举
新的*发现+$新的*发明+的%新美国文学史&来
说(书写者自然更中意可以提供更多可能性的小
叙事1 小叙事的视角主义反映了历史决定论的局
限(它可以弥补本质主义的历史观所带来的偏见$
遮蔽和盲视1 小叙事在丰富研究的路径同时(也
对文学边界的限制进行突破1 一方面弘扬研究者
的个性化眼光(另一方面挑战文学史研究中那些
似乎可以不言自明的规范与律条(从而撑破文学
惯例的束缚1 甚至次文学的$非文学的题材也纳
入文学史的视野1 例如该书中的篇章)%ML#I(蓝
调的发明/ML"C(四月八日(星期日(复活节(迪尔
西,吉布森上教堂&1

微观视角的文学史书写并不企图用一本文学

史著作涵盖一切$包罗一切(也回避采用总体化的
大叙事(倒是关注局部的$横断面的历史小叙事1
这种做法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消解大
叙事对历史细节的遮蔽1 总体性的历史叙事长处
在于可以概括某一历史时段文学的总体面貌(获
得全景效果和整体把握1 但是大叙事的解释理论
有可能遮蔽复杂的史实内容与具体的历史过程(
也可能轻易排斥书写者个人独特的感悟与见解1
具体细微的小叙事视角则容易保持某种独特性(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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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版%新美国文学史&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史观及其反思

它重视与主流观念相对的边缘历史(与显性观念
形态相对的潜在历史文本1 可以解放被主流观念
压抑的支流叙事(拆解对立观念之间的二元张力(
以及文化与知识权力对历史真理的制约1 第二(
小叙事可以为个性化的叙事风格留下空间1 文学
史研究固然应该遵循文学知识的科学性与客观

性(但是宏大视野往往容易强调客观视野而淹没
个性化的历史描述1 只有史料而没有主体(或者
只有主观解释而使史料削足适履(都不可取1 小
叙事由于为个性的发现提供了更多空间(可以在
历史史料和生动的研究主体之间保持一种张力1
第三(寻找理解历史的另类途径1 总体性出于对
一个时段文学$文化与历史的全面把握(它往往有
赖于先在历史观念和逻辑结构1 大叙事的基本思
路则迷恋总体性的无所不包与宏大体系1 大叙事
固然有必要(但是在强调多元与对话的时代(毕竟
不应该仅仅固守大叙事(小叙事有可能为文学史
的多元化和对话主义提供空间1

当然(我们也有必要警醒文学史书写的小叙
事所具有的缺陷)因为视角切入度小(有可能如盲
人摸象(以偏概全(一叶障目不见森林1 也有可能
拘泥于琐细的史料而缺乏整体视野(甚至拘囿在
繁琐细节之中(失去必要的价值判断1 因而采用
小叙事视角书写的文学史不应淡化历史意识(应
该小中见大$以小视角穿越整体的历史过程1

五% 重视文学接受的考察

%财富&杂志认为)*要举起格雷尔,马库斯
和沃纳,索勒斯所主编的这本厚达 M#LJ 页的%新
美国文学史&(你可能会累得够呛1 但是看这本
书你可以得到完全的$原创的$甚至让人震惊的教
育+!Y-31 N62>"I"1 %布法罗新闻&则认为这是
*一本信息丰富的$令人愉悦的$甚至颇富启示的
书+!Y';;H,P-1"1 %新美国文学史&注意到了阅读
史之于文学的意义(该书的后现代主义立场体现
在打破*作家作品中心论+的陈套(关注读者个体
的阅读经验和独特感受1 从接受美学的理论来
看(作品完成后(文学作品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和
阐释才成其为作品(才完成了文学之为文学的使
命1 因而(文学史不仅应该包括作家和作品(而且
应该包括作家和作品的阐释史1

既然是哈佛版的教科书系列之一(使用该书

如何进行文学教学' 波尔林!W6.b 76&'.8',1"认
为该书所谈到的文学史是支离破碎的1 学生到课
堂来学习的时候(原本就对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
没有多少概念(而在学习之后(他们的文学史知识
不过是更加凌乱了而已1 在美国(基础教育阶段
对文学史的学习零散而不系统(而%新美国文学
史&对此现状的改变没有做出努力1 他认为(对
于美国文学基础好的人来说(该书会有启发(读起
来也有趣/但对于那些基础不好的人来说(这本书
不过是一些学者个人的观点集合而已1 最后(他
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不是美国的文学史(而是多元
文化主义浮现的戏剧性事件!郭英剑"1

面对上述质疑(有必要追问主编构思该书时
所设想的读者对象是谁1 索勒斯首先谈到了该书
理想的读者问题1 他希望%新美国文学史&的读
者不仅只是学者$专家(还应该包括教师$学生以
及普通的读者和世界各地有兴趣的人们1 其次(
他回应了关于教学的疑问1 他认为(一般的教学
模式是要学生去思考那些固定的作品(但他更希
望去讨论这些作品成型的过程(鼓励读者去思考
他们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郭英剑"1 也就是引
导读者不仅仅思考对象*是什么+(还应该进一步
追问*为什么+和*何以可能+的问题1

那么(读者应该怎么读这本书呢' 格雷尔,
马库斯认为可以将该书视作卡片的集成(视读者
的兴趣(*选择一节(任何一节+ !%.',8W6.2&("作
为阅读的入口1 沃纳,索勒斯提出的阅读办法
是)*按照年份$主题$作者的顺序(或者根据索引
来阅读1 从那些与众不同的大字标题中获得灵
感1 从最熟悉的(或者最不熟悉的主题开始1 阅
读所有关于诗歌$音乐$政治文献等等的篇章1 反
复来回地翻+ !U'.1'.H-88-.("1 该书的设计出自
一种网格化思维(这本书可以被比喻为网状球体(
没有正门也没有侧门(没有统一的中心线索也没
有总体性元叙事(解构预设的历史观念(抹平各个
篇章的地位差异1

结L语

现代性哲学具有一元论$目的论$理性化$乐
观主义等特点(将人类认识和实践生活的所有努
力集中到一个目标(例如(启蒙思想的人类解放$
理想主义的精神目的论$历史主义的精神解释学$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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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研究!"#M9 年第 M 期

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等等1 总之(将历史理性$
政治教化和生活世界表象杂糅(形成一种排斥差
异的总体性历史元叙事1 而利奥塔认为(*后现
代+的首要特征是*元叙述的终结+ !利奥塔 ""1
后现代作为一种反思的策略(一种新的文化状态(
可以看作是对传统的反思$重新调整或矫枉过正1
德里达通过对逻格斯中心主义的拆解发起对启蒙

理性的激烈批判1
%新美国文学史&的叙史思路体现了鲜明的

后现代主义特征(即从一元转向多元(从中心转向
非中心(从绝对的统治转向相对(从同一性转向对
差异的宽容和共存(由普遍主义转向个别主义(由
总体性转向局部性1 历史地看(后现代主义对启
蒙现代性的解构和批判(否定总体性和统一性(提
倡差异(提倡共存(提倡宽容和多元(这是有相当
积极意义的(尤其对于拆解一种强大的$牢固的中
心权力话语时是有效的1 然而(需要警惕后现代
的相对主义$局部决定论$不可通约性(甚至虚无
主义方案1 因此(解构可以作为思想策略(但是它
并不意味着历史虚无主义1 绝对的消解有一个悖
论(那就是自身也成为消解的对象而不复存在1
德里达意义上的解构既是破又是立(既是拆解又
是建设1

文学是一门经验性的学科(而文学史研究则
具有理论属性(它需要对自身预设的关于*何谓
文学+的前提进行自觉的理论反省1 文学观念与
文学史哲学决定了具体的形式与技巧1 文化研究
是一个跨越学科(或者说学科联合的领域1 向文
化研究泛化的文学史学科有必要反思自身的学科

边界)文学史书写的性质是什么/文学史研究可
以$能够$应该做什么1 无论是现代性历史观(或
者后现代主义历史观(任何一种能够自圆其说的
文学史叙述方式都有它的合理性(因而无需强制
规定一种统一的规范1 总之(%新美国文学史&对
于重新反思文学史理论与实践的启示价值表现

在)改变观照对象的角度(重新理解文学$历史以
及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对各种书写思路与方法保
持开放的$宽容的态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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