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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罗伯特*塔利的文学空间研究

方!英

摘!要#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空间转向"催生了文学领域的!文学空间研究"% 美国学者罗伯特-塔利是该领域的领军
人物#大力推动了文学空间研究在美国乃至全球的发展% 经过十几年的深耕#塔利发展出一套独特的学术术语#建立了
由处所意识$文学绘图$文学地理$地理批评$制图学&存在,写作,文本,批评,理论化'构成的话语体系(并就文学绘
图$空间概念$乌托邦等问题开展了深刻而具独创性的理论探索(且开展了关于赫尔曼-麦尔维尔$埃德加-艾伦-坡$
约翰-托尔金等人的文本批评#不仅展示了地理批评实践的可能路径#还揭示了空间理论在批评实践中的适用性$阐释
力#以及文学空间研究的创新力和发展前景% 更值得关注的是#他的研究深受詹姆逊等马克思主义者影响#深深扎根于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传统#既继承了前人的理论成果#亦实现了对前人成果的发展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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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空间转向#催生
了文学领域的 "文学空间研究# 'EQ)0=)PP=0/B)BM
E0'(=/E(%标志性"事件#是麦克米伦出版社"地理
批评与文学空间研究# '[)1%.&+&%&35 "8, (D"+&"*
-&+)."./(+$,&)3(系列丛书的推出, 这个系列从
"5$6 年开始%至今已出版三十多卷%包括专著和
论文集, 就著述成果而言%麦克米伦出版社.印第
安纳出版社和劳特里奇出版社等学术出版机构近

十几年推出了大量相关书籍乃至系列丛书%这些
书呈现了该领域研究的大致状况&而面向空间的
文学研究论文数量的飙升则体现了文学研究的

"空间热#, 此外%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年会."比
较文学协会#年会先后组织了至少九次与空间相
关的论坛&其他专门围绕空间.地理.绘图的学术
会议则数不胜数,

"文学空间研究#概念极具囊括性%可以涵盖
文学研究领域许多与空间相关的概念, 比如%劳
特里奇出版社出的*劳特里奇文学与空间指南+
*教授空间.地方和文学+都将此概念看作统摄全
书的术语%用于指称"任何关于聚焦空间.地方和
绘图 # 的 研 究% 如 地 理 批 评. 地 理 诗 学
'J/;Q;/0=?E(.文学地理学'P=0/B)BMJ/;JB)QKM(.空
间人文研究'EQ)0=)PK'@)+=0=/E(%或其他类似研究
'F)PPM% "FK/B/)EE/B0=;+ ;CEQ)?/# #& "FK/@)Q
)+( 0K/J'=(/# 6(, 笔者也曾先后两次尝试界定
这个术语$"此研究借鉴哲学社科领域的各种空
间理论.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成果与方法%研究文学
世界中与空间.地方.地理等相关的现象&或以空
间性概念为切入点%探究在空间视角下的作品主
题.人物活动. 权力关系. 意识形态等问题
4556#'方英%*空间转向+ $5^(&可包括"围绕
'文学(空间性开展的各种研究%因而与西方的
4556制图学.环境美学等具有不同程度的重合
与交集%也应包括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开拓与
贡献%如文学地理学.空间叙事.空间美学.生态批
评.城市研究等领域的相关探索#'方英%*文学空
间研究+ -1(,

文学空间研究的蓬勃发展主要应归功于美国

著名学者罗伯特)塔利'H;T/B0F.F)PPM B̀.(%这
既是他本人多年以来文学空间研究'理论建构与
批评实践(的结果%又得益于他作为编辑的大力
推广, 塔利是德克萨斯州立大学杰出教授'ZL:
7=E0=+J'=EK/( GB;C/EE;B(!%美国文学空间研究领军

学者%麦克米伦出版社"地理批评与文学空间研
究#系列丛书主编, 他先后出版了十几本文学空
间研究著作%并发表了几十篇相关文章, 塔利在
国内外都颇有影响力%先后二十多次受邀参加英
国.法国.瑞典.瑞士.西班牙.葡萄牙.捷克.韩国.
中国'如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美国'如斯坦福大
学(的学术会议%发表与文学空间研究相关的主
旨演讲, 他的文学空间研究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
肯定与好评, 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为塔利
*空间性+的中文译本背书$"在罗伯特)塔利之
前%没有人从整体上探寻当代理论中空间实践和
空间思考的发展轨迹, 他做到了这些%并表现出
超凡的深度与智慧%尤其是原创性, 我认为%他的
书对于当代哲学和批评的空间转向4556具有
引领作用,#"

又如% 维基百科英文版关于
"J/;?B=0=?=E@#的词条将法国的贝特朗)韦斯特法
尔'2/B0B)+( 4/E0QK)P(和塔利看作代表性学者%介
绍了他们各自在概念提出.理论探究和批评实践
等方面的贡献'"X/;?B=0=?=E@#(, 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他的*空间性+已被翻译成葡萄牙语.汉语
和土耳其语%此外%意大利语版正在翻译中,

经过十几年的深耕%塔利的文学空间研究已
然自成体系%不仅发展出一套独特的学术术语%作
出了深刻而具有独创性的理论建构%且开展了广
泛的文本批评%克服了学术界近年来脱离文本谈
理论的弊病, 更值得关注的是%他的研究深深扎
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传统%既继承了前人的
理论成果%亦实现了对前人成果的扬弃.发展与
批判,

一$ 体系建构

塔利对文学空间研究的兴趣可追溯到 "5 世
纪 %5 年代%当时他还是杜克大学哲学系学生%对
空间理论和地理问题十分着迷%开始思考空间与
文学的关系%而这奠定了他后来博士论文'"8R
@/B=?)+ 2)B;O'/$ ]/PI=PP/)+( 0K/A=0/B)BMW)B0;JR
B)QKM;C0K/4;BP( SME0/@#% $111 年(的研究方
向, 此后%塔利逐步发展了"处所意识#'0;Q;QKB/R
+=)(."文学绘图# 'P=0/B)BM?)B0;JB)QKM(."文学地
理# 'P=0/B)BMJ/;JB)QKM(. "地理批评# 'J/;?B=0=R
?=E@(和"制图学#'?)B0;JB)QK=?E(等概念, 这几个
概念及相关探索构成了塔利文学空间研究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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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并形成了一个自洽的话语体系$ 存在'处所
意识(!写作'文学绘图(!文本'文学地理(!批
评'地理批评(!理论化'制图学(, 这个体系也
可理解为"存在!文学生产!文本世界!文学批
评!文学理论#%或者"空间焦虑!空间绘制!绘
制的空间!空间批评!空间理论#, 当然%建构
这个体系是一个不断发展并完善的过程,#

本文将按照上文框架中各概念的顺序%逐一
展开讨论, 首先是"处所意识#, 这个概念在*处
所意识$ 主体的地方+一文$

中首次提出%在*处
所意识$ 地方.叙事与空间想象+一书中作了详细
阐述, 塔利借用希腊词根"0;Q;E#'对应 QP)?/(和
"QKB/+# '对应 @=+((创造出 "0;Q;QKB/+=)#这个
词%并解释为" QP)?/R@=+(/(+/EE#%即对自己所处
地方'位置.方位.环境.空间关系等(的一种持续
而强烈的意识和关切&这种地方感s空间意识往往
带有不满.不安.不舒服或焦虑等特征%而在全球
化时代%这种空间焦虑日益剧烈'?1D1D6.)8&" "#
"^(, 塔利认为处所意识催生了一种"绘图紧要
性#'?)B0;JB)QK=?=@Q/B)0=I/($ 存在就是不断绘制
并修改我们所居住.所想象世界的地图%不断创造
我们自己的空间表征&因而%我们时刻都在绘图%
这就是绘图的紧要性'?1D1D6.)8&" 9(, 这种绘
图的紧要性又导致了绘图焦虑 '?)B0;JB)QK=?
)+&=/0M(%这种焦虑既反映了个人的空间迷失感%
又体现了文学活动中的表征危机%即主体感到
"无法以有意义的方式图绘自己的位置和周围环
境#'F)PPM% "8(I/+0'B/E# "9(, 在文学活动中%
处所意识意味着"任何文学写作和阅读都必须不
断考虑到地方的持续存在%以及主体与地方的关
系#'F)PPM% ?1D1D6.)8&" "" "#(, 作为存在本质
的处所意识决定了文学活动必须关注空间.地方
以及相关问题%而处所意识所导致的绘图焦虑及
其反映的表征危机则激发了对叙事的渴望%催生
了文学绘图的行为,

文学绘图
%
主要指作家的文学写作%有时也

指作家所绘制的"叙事地图#或"文学地图# '方
英%*文学空间研究+ -#(, 在博士论文中%塔利
就构思了"文学绘图#概念%在由博士论文拓展而
成的*麦尔维尔%绘图与全球化+中%他阐述了自
己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和界定%并基本塑造了这个
概念的雏形, 在 "小说形式$ 赋形# '8Z;I/P
\;B@$ X=I=+J\;B@(这一节%他通过对小说的讨论

揭示了'小说(写作与地图绘制的关联$ 小说'如
地图(绘制出世界的比喻性形象%将形式赋予世
界%因而是一种文学绘图形式&但与史诗或中世纪
作品不同的是%小说是为一个混乱无序的现代世
界赋形% 是通过赋形来发现或建构整体性
'M)*O&**)$6 $-(, 也就是说%塔利的文学绘图
是通过叙事赋予世界形象%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是
"绘制主体与更宏大的时空整体的关系%并探究
文学如何表征并建构这一整体性# '方英%*文学
绘图+ #1(, 在*论文学绘图$ 作为空间象征行
为的叙事+'"N+ A=0/B)BMW)B0;JB)QKM#(中%塔利对
文学绘图概念作了更系统的论述%详细分析了写
作与绘图的相似之处$ 确定边界%勘探领土%选择
元素%建立范围和比例%等等, 在 *空间性+
'(D"+&"*&+/(中%塔利深入论述了"作家写作乃文学
绘图#的观念%还强调了绘图的缝制s编织和投射
意义$ 作家将迥异的元素'如其他故事.文本或不
同文类中的片段.意象等(编织在一起%并投射
'创造(出一个新世界'一个经由勘探.表征并缝
制在一起的世界( '6%!61(&还讨论了文类.体
裁.时空体与绘图的关系'96!-6(,

塔利对"P=0/B)BMJ/;JB)QKM# '文学地理(的使
用经历了一些变化, 在*空间性+中%他将此定义
为一种空间性阅读方式%是对文学绘图概念的补
充'%5!%$(, 而这实则是他最初'写博士论文
时(和现在对"J/;?B=0=?=E@# '地理批评(的界定,
在 "5$1 年与笔者的讨论中%塔利将 "P=0/B)BM
J/;JB)QKM#'文学地理(修正为作家通过写作'主
要是通过叙事(在文本世界中绘制的"领土#%属
于文本世界, 必须指出的是%塔利的 "P=0/B)BM
J/;JB)QKM#'文学地理(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学
地理学#%它既不同于西方作为地理学子学科的
文学地理学%也不同于中国的作为文学子学科的
文学地理学,

塔利的"地理批评#与其"文学绘图#是一对
概念%分别代表阅读和写作这两种文学活动, 早
在读研期间%塔利就开始在自己的研究中使用
"J/;?B=0=?=E@#'地理批评(%并将此设想成德勒兹
的"地理哲学#'J/;QK=P;E;QKM(在文学批评中的对
应概念 '" S=0')0=+JX/;?B=0=?=E@# # (%是对作家
"文学绘图工程#的分析和阐释, 也就是说%作家
绘制文学地图%地理批评家阅读此类地图, 根据
塔利的解释%地理批评是一种聚焦于地方.空间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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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和文学 地理相互关联的文学和文化文本批评

方法%是对文学绘图的"最有效的批评性阅读#
'?1D1D6.)8&" 1(, 这里既突出了地理批评对空
间问题的强调%也指明了这是一种文学.文化批评
实践, 此外%地理批评也是一种看待文学空间的
方式%要求我们将空间和地方看作文本的动态特
征%这些特征与其他特征不断互动%并对它们产生
影响'?1D1D6.)8&" #1(, 也就是说%文学中的空
间和地方不再只是人物和事件的背景.舞台.环境
或衬托%而是一种具有强大作用力的动态整体,
关于地理批评的疆域%塔利希望采用一种宽泛而
灵活的标准%并坚持一种拓展性和包容性立场$
"我不想把地理批评作为某种特殊的方法论%而
是把它看作一个新的视角%能对各个领域有所启
发,#'朱立元!陆扬!塔利 $66(换句话说%"地
理批评#应该具有多元性%借鉴多种理论%采用多
种方法和进路%向各种面向空间'性(的文学.文
化批评理论和实践持开放与互动的态度,

"制图学#指的是文学活动中的理论领域%是
围绕'文学(空间性开展的理论研究%"以寻求处
理与文化和社会理论有关的空间关系问题

4556空间批评理论可广泛理解为既包括美学
又包括政治%是一整套跨学科方法中的元素#
'F)PPM% (D"+&"*&+/ $$#(, 在*空间性+中%塔利将
"制图学#看作"地理批评#的构成部分, 但在
"5$- 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将制图学界定为一种空
间批评理论%该理论可应用于地理批评实践
'"S=0')0=+JX/;?B=0=?=E@# #(, 在 "5$1 年与笔者
的邮件交流中%他再次提出应当区分地理批评和
制图学%并希望今后能进一步完善对制图学的讨
论, 本文认为%塔利在*空间性+中指出的原本属
于"地理批评#的"应当考虑空间实践.包括人种
学或经济学等知识成果.作为一种社会批评的方
法#'$$6(的部分%都应当重新归入"制图学#范
畴, 换言之%可以将文学与文化批评领域中的各
种空间理论研究都归入"制图学#,

在这个体系中%"文学绘图#是塔利对文学空
间研究的最大贡献%也是联结其他几个概念并贯
穿其理论体系的核心$ 绘图行为产生于人们最根
本的绘图焦虑%这种焦虑是"处所意识#的产物&
作家的写作创造出文学地图%这样的"文学绘图#
绘制出文本中的"文学地理#&读者s批评家的阅
读s分析既是对作家"文学绘图#的阅读s分析%又

在阐释和批评中创造出新的文学绘图%而这就是
塔利的"地理批评#&理论家的研究是关于空间理
论的绘图和绘图的理论化%此为"制图学#'方英%
*文学绘图+ 6#(,

二$ 理论探索

塔利的文学空间研究以理论探索为主%主要
涉及文学绘图.空间概念.乌托邦等,

塔利在许多著作中都讨论或涉及文学绘图问

题%主要考察了绘图概念'如前文所述(.文学绘
图的特征和方法%绘图过程%不同文学地图%不同
文类的绘图等'详见方英%*文学绘图+ #1!9$(,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他对不同文类绘图的考察%包
括小说.冒险叙事.海洋叙事.城市叙事.乌托邦叙
事等, 比如%塔利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海洋
叙事兼具旅行叙事的新闻报道特点和传奇

'B;@)+?/(的冒险叙事风格%是一种绘制敌托邦
'(ME0;Q=)(和异托邦'K/0/B;0;Q=)(空间的文类%也
是将光滑空间条纹化'E0B=)0/((的绘图方式%或者
说%以笛卡尔网格标记未知海洋空间的叙事模
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塔利详细探讨了冒险叙
事这一文类的文学绘图问题%涉及其在叙事史上
的特殊地位%其固定的情节模式'徒步英雄在他
乡遭遇新奇的事情%再成功返回%其经历变成叙述
者的故事(%概览式地图和行程轨迹的绘制%其认
识论价值'关于陌生领土的叙事提供了地理学及
其他领域的新知识(以及意识形态性'这类叙事
将陌生领土绘制成相对于"中心#的边缘地带%相
对于文明世界的 "野蛮人土地 #% 即他者 (
'"8(I/+0'B/E# "5 #-(, 其次%讨论了文学绘图
主要采用的两种话语.范畴或模式$ 抽象或思辨
的整体投射'类似于 @)Q(%具体或经验性的对特
定空间的个人知识'类似于 =0=+/B)BM(, 与之对应
的是"看#和"走#这两种基本视角和绘图方式%前
者强调共时性和整体性%后者强调动态性和局部
性'方英%*文学绘图+ 69!6-(, 再者%塔利讨论
了文学绘图的三个特征$ 其一%叙述者的表征具
有创造世界的效果%探险者的行程变成了被创造
世界的地图&其二%文学绘图'如*神曲+中地狱的
地形结构(也需要逻辑系统和近乎科学的想象地
理秩序&其三%绘图工程的自我指涉性%即%地图绘
制者必然为绘图实践所标记'如*白鲸+中的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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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哈('"SQ)0=)P=0MUE]=BB;BE# 9-5 9^#(,
塔利对各种'文学(空间理论和空间概念的

考察%堪称他的"制图学研究#, 其代表作*空间
性+梳理并评述了与文学.文化研究相关的重要
空间理论和思想, 塔利在回顾"空间转向#的历
史根源.发展过程与内在特征的基础上%主要分三
部分展开讨论, 其一%文学写作层面对空间性的
处理$ 既有对彼得)图尔希'G/0/BF'B?K=(*想象
的地图+ 'M"D314+6)I5"9&8"+&18$ ?6)0.&+)."3
>".+19."D6).(的讨论%也有对各种叙事理论中空
间性问题的考察%包括约翰)佛柔' ;̀K+ \B;<(对
文类的讨论'不同文类就像不同类型的文学地
图%具有不同空间组织特征(%米歇尔)巴赫金的
时空体%埃里希)奥尔巴赫*模仿论+'M&5)3&3(中
关于"西方文学中对现实表征#的讨论'揭示了不
同文学表征模式与其对空间的观察和表征方式密

切相关(%格奥尔格)卢卡奇对史诗与小说形式
差异的描绘中所隐含的叙事与绘图的关系%弗雷
德里克)詹姆逊的"认知绘图#理论%以及马丁)
海德格尔.让 保罗)萨特的理论中所揭示的存在
焦虑的空间性, 其二%关于文本空间和空间阅读
的讨论$ 包括7.:.劳伦斯.弗吉尼亚)伍尔夫关
于"地方精神#的论述%雷蒙)威廉斯关于乡村与
城市的讨论%爱德华)萨义德揭示的文学和帝国
的"重叠领域# '如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中"中心与
边缘#"我们的土地与他者s野蛮人的土地#这样
的空间二元结构(%夏尔)波德莱尔.瓦尔特)本
雅明等人关于城市空间中"游荡者# 'CP)+/'B(的
论述%弗朗科)莫瑞迪'\B)+?;];B/00=(将文学地
理视角纳入文学史的研究'如叙事和"真实#空间
的相互作用%不同文学形式如何在文学市场和各
种地理领域流通%以绘制图表或地图的方式阅读
文本等(, 其三%文化批评或人文空间理论研究$
讨论了加斯东)巴什拉的"空间诗学#%亨利)列
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以及爱德华)苏贾的
"第三空间#%米歇尔)福柯的权力 空间研究%吉
莉恩)罗斯'X=PP=)+ H;E/(.多琳)马西'7;B//+
])EE/M(等人的女性主义地理学研究'性别与空间
的关系.空间的性别化等问题(%吉尔)德勒兹和
费利克斯)瓜塔利的"游牧思想#"地理哲学#等,

此外%塔利对乌托邦的研究!!!无论是作为
文类或叙事模式%还是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
批评对象!!!亦构成其空间性理论探索的重要部

分, *全球化时代的乌托邦+是塔利乌托邦研究
的代表作, 这本书不仅涉及文学%而且包括当代
批评理论.世界体系.金融问题.城市空间等%对赫
伯特)马尔库塞.詹姆逊.法兰克福学派等的乌托
邦思想展开了讨论.回应和批判%并将乌托邦看作
绘制全球化时代的世界体系整体性的文学绘图工

程, 塔利特别指出%在本质上%乌托邦是将一个意
义系统投射到一个复杂而难以辨认的世界之上%
这结合了叙事和绘图的特征%是绘制世界体系的
理想形式'a+1D&" ^9(, 在结论部分%塔利看到了
奇幻'C)+0)EM(这一文类开展乌托邦工程的巨大潜
力%并指出"乌托邦工程必然是奇幻性的# '11(,
在*中立之地%或城市乌托邦+中%塔利通过分析
不同时代的城市空间%专门讨论了城市的乌托邦
特性, 他指出%城市是一个独特的乌托邦空间$
城市中的场所%比如地方叙事'P;?)P+)BB)0=I/(中
描绘的区域性空间或旅行故事中的异域场所%总
是呈现一些古怪.陌生.不寻常的经验%往往与民
族叙事'+)0=;+)P+)BB)0=I/(中的主流形象不一致%
城市也因其超负荷.迷宫般的模糊性和全球意义
而无法被民族叙事同化&但乌托邦式的城市%并不
是一个理想之地%而是一个具有批判意义的无处
'+;RQP)?/(%既非地方性又非民族性%构成了现代
性和后现代性的中立地带 '"Z/'0B)PXB;'+(E#
$#9 $#-(, 此外%塔利通过对不同时代乌托邦的
讨论%呈现出乌托邦空间的共同特点, 首先是与
现实时空的断裂$ 要么是一种理想的国家空间'在
现实空间之外(%要么是一种想象的未来空间'在
时间链之外(%要么是时空的错置'a+1D&" # 6(,
其次是现代性空间$ 标准化.规则化的城市%福柯
式的空间组织和监管%运用笛卡尔网格对社会空间
的重组和排序%时间和经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
转变为空间框架'"D+ 0K/S'T'BTE# -5(, 塔利的
乌托邦研究既是对前人成果的梳理.总结.分析和
批判%也有许多独特观点与创新, 比如将乌托邦看
作文学绘图工程%并揭示了文学绘图的乌托邦特
性&揭示了乌托邦与奇幻的共性$ 天然的空间性%
对他性的追求和对不可能性的深思,

塔利的'文学(空间理论研究跨度大%涉及面
广%不仅考察了 "5 世纪的重要理论著述%而且讨
论了古希腊.中世纪和近现代不同历史时期的文
学空间问题%更重要的是%发展出一套详细.深刻
而独特的文学绘图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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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批评实践

塔利的文学空间研究还包括广泛的文本分析%
或者说"地理批评#实践%主要涉及赫尔曼)麦尔
维尔':/B@)+ ]/PI=PP/(.埃德加)艾伦)坡'L(J)B
8PP/+ G;/(.约翰)托尔金' .̀H.H.F;PV=/+(.约瑟
夫)康拉德' ;̀E/QK W;+B)((.库尔特)冯内古特
'c'B0_;++/J'0(.罗琳' .̀c.H;<P=+J(等人%本文
主要讨论他对前三位作家的研究,

首先是关于麦尔维尔文学创作的批评研究,
这是塔利文学空间研究的开始%也是他早期学术
研究的重点%其成果主要体现在*麦尔维尔.绘图
与全球化+ 'M)*O&**)% M"DD&89 "8, [*1P"*&'"+&18(
中, 塔利借鉴了许多文学批评与社会批评理论%
从空间和绘图的角度%对麦尔维尔的作品作出了
全新解读%并分析了其中的叙事形式.游牧思想
'Z;@)(;P;JM(.海洋空间.城市空间.全球化.世界
体系等问题, 这本书最大的原创性在于对麦尔维
尔文学创作的历史性.空间性.风格与价值的重新
定位$ 塔利认为麦尔维尔并不属于美国文艺复兴
传统%而是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巴洛克风格的文学
绘图%即一种散漫.无节制的叙事风格%试图纳入
来自各处的一切元素'^!%(&这种绘图超出了民
族s国家叙事的范畴%投射出一种正在兴起的世界
体系&这种独特的文学形式使得麦尔维尔能够批
评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民族s国家叙事和国家哲学
'8@/B=?)+ S0)0/GK=P;E;QKM(%展现出一种后民族
的'Q;E0+)0=;+)P(力量'-9%%"%$""(, 还值得关注
的是%塔利讨论了麦尔维尔叙事风格的变化和原
因$ 从早期的个人叙事'Q/BE;+)P+)BB)0=I/(转变为
晚期恢宏而庞杂的文学叙事'P=0/B)BM+)BB)0=I/('%
目的是表征他所追求的"真实#%一种包括美学.
科学和政治的更全面的真实, 塔利指出%麦尔维
尔不仅以"讲述真实#为目标%而且认为"真实#总
是与"空间#有关的%因此叙述真实是一个地理工
程%这促成了他对南太平洋空间的探索和表征,
南太平洋海域在当时世界地图上属于"空白之
处#%人们对其知之甚少或有颇多错误认识%因而
个人叙事的有限视角无法全面表征此处的真实,
塔利通过对*泰比+*奥穆+*玛迪+*白鲸+等作品
的解读和对比%指出了*白鲸+如何突破个人叙事
的局限并努力表征"真实#$ 不再直接展示事实%

而是以夸张.推断.想象等文学叙事手段%跨越各
种边界.框架和阐释范畴%绘制出一个更"真实
的#世界体系%追求一种宏阔的文学绘图工程
'%-!$5$(,

塔利的爱伦)坡研究集中体现于*坡与美国
文学之颠覆+ 'E1)"8, +6)($PO).3&18 14=5).&%"8
-&+)."+$.)(, 这本书在考察爱伦)坡的文学创作.
文学理论与美国文学传统.主流.发展之间的颠覆
关系时%在本体论和方法论层面开展了一种"空
间性研究#, 首先%该书借用德勒兹的地理哲学%
尤其是以"游牧思想#为理论基础%分析了坡的思
想.人生经历和作品的游牧主义' +;@)(=E@(%并
主张这种游牧主义通过"奇幻#的讽刺与批判模
式颠覆了美国文学!!!反对并破坏美国国家哲
学.文学中的民族主义' +)0=;+)P=E@(和地方主义
'B/J=;+)PQB;I=+?=)P=E@(, 或者说%坡在美国文学
和文化的时空之外'#(, 塔利甚至认为%坡试图
想象一种不再以民族为主导性文化力量的"后美
国#' Q;E0R8@/B=?)+(世界体系'$$(, 显然%塔利
试图为坡在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地图上重新

定位%绘制他们的关系%并考察坡的创作的空间规
模.地理尺度.空间类型与特征, 其次%该书的小
标题采用了许多空间性词汇%如"向下的诗学#
"地底下的喧嚣#"街头游子#"定居者之地的游牧
者#"夸张的轨迹# "未探明的领土#等%这些体现
了塔利的空间性思维%及其对作品和作家创作思
想的空间性观照, 第三%该书辟专章讨论了坡的
作品中的都市空间.城市中人们的空间焦虑%以及
"人群中的人#')@)+ ;C0K/?B;<((, 需要指出的
是%后来的 "游荡者# "城市行走#和 "流动性#
'@;T=P=0M(研究往往都要追溯到坡的作品, 第四%
塔利将坡的作品归入"奇幻#这一文类%分析了其
中的"他性# ';0K/B+/EE(及其对"他性空间#的绘
制%以及这种"他性世界特征# ';0K/B<;BP(P=+/EE(
对美国文学和文化的批评'$"#!$"-(, 塔利认
为坡的奇幻空间包括其恐怖故事中的未知世界和

不可知世界.都市中的陌生人世界."活埋#主题
中的地下世界等, 总之%塔利对坡的研究不仅运
用了空间理论和方法%采用了空间视角和思维%而
且考察了坡作品中的空间.地方与绘图%对坡的作
品作出了某种"空间性#解读和评价,

托尔金是塔利喜欢的作家之一%也是其地理
批评的重要对象, 塔利发表了四篇相关论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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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空间.地方和绘图等角度分析了托尔金的
*霍比特人+三部曲和*指环王+三部曲, 在引入
与空间相关的新视角和新理论的同时%塔利得出
了一些新结论, 其一%通过对*霍比特人+的解
读%阐述了真实的地图与文学绘图的关系'前者
并非必要的%但前者往往是叙事的动力%也是构成
整个文学绘图的元素(%并总结出冒险叙事这一
文类的绘图特征'详见本文第二部分(, 其二%通
过对托尔金作品中"中土世界# ']=((P/R/)B0K(的
考察%将其界定为奇幻世界的典范%并发现托尔金
的奇幻世界具有一种乌托邦式的批判力量

'"GP)?/E# 6#(, 其三%通过分析*指环王+电影
和原著在地理空间呈现.地缘政治布局等方面的
差异%指出彼得)杰克逊的电影三部曲明显削弱
了托尔金文学绘图的力量%将后者的多样性和丰
富性变成一种简单化形象$ 比如%对原著作出简
化的空间重绘%强调全景监控和肤浅的道德感%用
一种被动的幻觉代替托尔金作品中积极主动的奇

幻探索%实际上破坏了托尔金地缘政治奇幻的时
空力量'"FK/X/;Q;P=0=?)P8/E0K/0=?# #$(&又如%
将托尔金通过丰富的地理历史细节建构的可认知

的.宏阔而完整的中土世界变成了纯粹的视觉奇
观'抽空了小说中用以建构中土世界的叙事部
分('"F;PV=/+UEX/;Q;P=0=?)P\)+0)EM# $"^ $"%(,
还值得一提的是%塔利近期将出版一本托尔金研
究专著%这将是对地理批评实践的又一次开拓,

塔利的文本批评实践向我们展示了地理批评

的各种可能进路, 其一%讨论作品的文学绘图特
征.方法和元素等问题, 其二%通过对作家创作的
整体性空间观照%或对作品中的空间表征.空间元
素.人 地关系等具体问题的分析%探讨或重新定位
作家的创作风格.与其他作家创作的关系%及其在
文学史上的位置, 其三%对作品中的地方%尤其是
某些独特的地方展开详细分析%可讨论其中的场
所.地理空间.地缘政治.历史文化背景等问题%及
其与文本中其他元素和话题的互动关系, 其四%将
文本分析上升到对某种文类的讨论%尤其是文类的
空间特征和绘图问题, 其五%研究不同媒介文本在
空间表征方面的差异%及其导致的主题.美学和意
识形态表达等方面的差异, 总之%塔利通过细致而
深入的文本分析%不仅展示了地理批评实践的可能
路径.地理批评理论和方法的巨大潜力%还揭示了
空间理论在批评实践中的适用性和阐释力%更让我

们看到文学空间研究的创新力和发展前景,

四$ 学术渊源

塔利的文学空间研究借鉴了许多学者的研究

成果%如詹姆逊.福柯.德勒兹.苏贾.萨特.萨义
德.段义孚'>=R\' F')+(.图尔希.韦斯特法尔等%
尤其是他们的空间理论.空间思想和相关研究方
法, 就学术渊源而言%他主要受存在主义'如%他
对处所意识等概念的构思明显借鉴了萨特和海德

格尔的思想(.人文地理学'如%人文地理学所主
张的"地方#是塔利的地理批评等概念以及他的
整个文学空间研究的关键词之一(和马克思主义
的影响, 因篇幅所限%本文仅讨论塔利对马克思
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的传承,

塔利本人曾谈到%他的空间思考源自一种
"彻头彻尾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该传统涉及空间
的历史性生产与资本主义的不同生产模式的发展

之间的关系,(
可以说%塔利的文学空间研究深深

扎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 对塔利的空间研
究产生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主要有詹姆逊.福
柯'空间与权力关系.异托邦.全景敞视理论.谱
系学研究等(.列斐伏尔'空间三元辩证法.空间
的生产.社会空间.生产模式与空间的对应关
系(.戴维)哈维'对马克思主义的地理重构(.马
尔库塞'乌托邦研究(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的老
师詹姆逊, 一种可以称为詹姆逊主义' )̀@/E;+R
=E@(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构成了塔利文学空
间研究的理论基础.思想内核和哲学底色,

塔利对詹姆逊的学术传承是多方面的$ 比如
文学观.政治立场.对辩证法的坚持%尤其是马克
思主义批评观和研究方法, 在詹姆逊的影响下%
塔利大学期间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产生兴

趣%并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塔利自称是詹姆
逊的追随者%并著有关于詹姆逊几乎全部著作的
概览性研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辩证批评工
程+, 不仅如此%塔利还在自己的研究中继承并
发扬詹姆逊的思想%发展出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
义文学空间研究,

詹姆逊的"认知绘图#观念帮助塔利将各种
空间理论和思想整合在一起%启发了他对"文学
绘图#"地理批评#等概念的构思%对他的空间研
究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其一%詹姆逊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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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形式与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空

间形式具有某种对应关系$ 市场资本主义的"可
测绘#的城市空间对应现实主义%帝国主义的民
族主义空间' +)0=;+)P=E0EQ)?/(对应现代主义%晚
期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空间对应后现代主义&受此
影响%塔利认为这意味着不同社会空间需要不同
表征s绘图方式%并认为所有文学写作都涉及空间
表征和绘图问题 '<.),.&%R"5)318 $56 $$$&
(D"+&"*&+/ ^9 ^%(, 这个观念是塔利开展文学空
间研究的基础, 其二%詹姆逊结合林奇的"可意
象性#'=@)J/)T=P=0M(."寻路# '<)MC=+(=+J(和阿尔
都塞的"意识形态#提出的"认知绘图#概念%直接
启发了塔利对"文学绘图#的思考%决定了此概念
的本质%并影响到他对"地理批评#的构思, 詹姆
逊的"认知绘图#理论认为%在一种被异化的或具
有异化力量的城市环境中%个体主体努力想象社
会空间并在其中探寻方向%因此需要某种认知绘
图, 借此%个体主体可以形成一种关于其自身与
"更广阔的.实际上不可表征的总体#之关系的
"情境表征#%该总体是"由作为整体的各种社会
结构链接而成的#' )̀@/E;+% E13+51,).8&35 9$(,
塔利认为认知绘图是为社会整体性"赋形#%是关
于社 会 整 体 性 的 " 比 喻 性 叙 事 # ' <.),.&%
R"5)318 $5% $51(, "赋形#.以"叙事#表征或
建构整体性是塔利文学绘图概念的核心%他曾明
确指出%他的文学绘图是以比喻的方式表征个体
或集体主体与更大的空间.社会.文化整体之间的
关系'"8(I/+0'B/E# "9(, 显然%詹姆逊的认知绘
图和塔利的文学绘图都强调对整体性的想象性建

构%以及在个体经验与更宏大的时空体系之间建
立或绘制联系, 其三%塔利发现%尽管詹姆逊在更
晚近的著作中不太使用"认知绘图#这个词%但这
个隐在的概念继续影响着他关于晚期资本主义或

全球化的批评%甚至认为这是他持续一生的一项
理论工程!!!对文学形式和社会结构之关系的理
论化!!!的核心&并且%认知绘图本身就是文学绘
图工程的一种重要模式 ' (D"+&"*&+/ -^(, 可以
说%塔利的文学绘图既是对詹姆逊认知绘图的借
鉴%更是对后者的发展和创造性误读,

塔利的乌托邦和奇幻研究是与詹姆逊的深入

对话%他不仅与詹姆逊一道维护乌托邦的批判力
量%而且发展了詹姆逊的思想, 其一%塔利将詹姆
逊的乌托邦思想概述为$ 一方面%乌托邦显示了

我们思想的界限%任何乌托邦文学的功能都在于
帮助我们思考那个界限%即意识到现实世界的不
完美&另一方面%乌托邦既是对现实的批判性否
定%也是对不可能世界的想象性探索%而这堪称对
当今时空结构理论化的模型'a+1D&" "1 #9(,
其二%塔利认为%詹姆逊的"乌托邦欲望#也是一
种认知绘图%或者说%认知绘图也是一种乌托邦工
程%两者都是对当今时代的异化社会空间的绘制%
都能投射出一个世界%或想象一个宏大体系%并帮
助主体在这个世界s体系中确定方位&塔利由此主
张%后现代全球化时代更需要乌托邦的介入
'#^!6$(, 其三%塔利关于奇幻的立场%是对詹
姆逊的批评, 詹姆逊在*未来考古学+中将乌托
邦看作"科幻小说的社会政治学亚文类#%并在
*大分裂+'"FK/XB/)0S?K=E@#(一章中提出了著
名的区分奇幻与科幻小说'乌托邦(的三个标准
'或者说批评奇幻的三个理由(, 一.与现实的关
系$ 奇幻世界与现实世界无关%是一种逃避主义%
而科幻小说则是对现实世界的符合逻辑的拓展,
二.对待科学的态度$ 奇幻故事中魔法盛行%这与
科幻小说中的技术元素迥异, 三.伦理体系的差
异$ 奇幻故事中的伦理是静态的善恶二元对立%
压制或拒绝政治批判%而科幻小说中的伦理是模
糊的%需要政治批判' )̀@/E;+% =.%6")1*19&)39^
^$(, 但塔利通过对托尔金作品中奇幻世界的讨
论%令人信服地指出$ 其一%奇幻也与现实世界相
关%并能投射出或鼓励读者想象替代性世界%这本
身就是对现实世界的批评%是乌托邦性质的
'"GP)?/E# 66 6^(, 其二%塔利认为托尔金小说
中的魔法也具有技术元素%且无论是奇幻中的魔
法还是科幻中的技术%本质上都是"增强艺术家
审美力的手段# '95(, 其三%托尔金的奇幻世界
不是非善即恶的二元对立%而是一种"具有各种
细微差异的现实主义的伦理体系#%这个体系与
政治'一个充满争论.妥协.反思和再评估的领
域(有着诸多"共同的目的# '9#(, 由此%塔利质
疑了学界对乌托邦和奇幻的割裂与对立%挑战了
关于奇幻的各种批评%如消极.怀旧.逃避主义.非
理性.非认知.非科学.缺乏政治批判性, 塔利还
指出了奇幻的价值$ 能帮助我们反思自己的世
界%是实现"乌托邦冲动#的场所'96(, 显然%塔
利在批评詹姆逊的同时%也继承并发展了对詹姆
逊的乌托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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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尤其是病毒和疫情全球流动的今
天%绘制整体性%绘制个体s集体主体与更宏大的
整体之间的关系%研究各种尺度和意义上的空间
问题%已成为人文社科各领域必须积极参与的工
程, 而塔利提出的绘图紧要性.处所意识.文学绘
图.地理批评等概念不仅为我们的研究带来了重
要启示与参考%更彰显了时代的需要和召唤, 在
此情境下的文学空间研究也被赋予更多意义.价
值和必要性,

塔利对中国的文学空间研究'尤其是"文学
地理学#研究(表现出极大兴趣%并极力推动中美
两国在这个领域的学术交流.合作与著述的出版,
如%塔利与笔者合编的*文学空间研究在中国+
'(D"+&"*-&+)."./(+$,&)3&8 >6&8"(的出版计划已获
得麦克米伦出版社批准%将收入 $1篇文章%于 "5"$
年出版, 此外%塔利将致力于帮助更多中国学者在
美国出版文学空间研究领域的著作%将中国的研究
成果推向美国和整个国际学术界, 因此%我们完全
有理由相信%未来会有更多高质量的著作以及高水
平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国的文学空间研究也将在
广泛和深入推进的同时迎来新的发展,

注释%8/#%(&

! 这里的 "ZL:# 指的是 "Z)0=;+)PL+(;<@/+0C;B0K/
:'@)+=0=/E#,

" 得知塔利的 (D"+&"*&+/将要由笔者译成中文%詹姆逊特
为其背书%并将背书内容扫描成G7\发给笔者,

# 塔利本人从来没有撰文对此展开详细论述&这个框架
的提出和成型%是笔者 "5$^ 年跟随塔利作访问学者期间
塔利与笔者反复讨论的结果%后来又进行多次邮件交流
并不断完善, 此外%在拙文*文学绘图$ 文学空间研究与
叙事学的重叠地带+ *文学空间研究$ 地方.绘图.空间
性+中%笔者曾简要提及这个理论体系, 本文中的是笔者
关于此问题的探究与拓展,

$ F)PPM% H;T/B0F. B̀."F;Q;QKB/+=)$ FK/GP)?/;C0K/
S'T*/?0.# K)%183+.$%+&18 $6.6'"5$6(.这是塔利组稿的网
络特刊"(D"+&"*-&+)."./(+$,&)3#中的一篇, 但由于该网站
管理出错%最初几期的文章已经无法在网上查到,

% 拙文*文学绘图+深入讨论了"文学绘图#与叙事学的
关系,

& 塔利借用了德勒兹的光滑空间 条纹空间概念%详见

F)PPM% H;T/B0F."S/)Z)BB)0=I/E)EZ)'0=?)PWK)B0E$ N+ 0K/
A=0/B)BMW)B0;JB)QKM;CN?/)+=?SQ)?/E.#*外国文学研究+"
'"5"5($ $# "9.

' 塔利此处沿用了乔纳森)艾瑞克在*美国文学叙事的
发生$ $%"5!$%-5+ '?6)H5).9)8%)14=5).&%"8 -&+)."./
L".."+&O)$ U]_^ U]Y^(中对文学叙事.国家叙事.地方叙
事和个人叙事的区分,

( 这是塔利在给笔者的邮件中谈到的,

引用作品%9/):(;"#%0&

方英$ *文学绘图$ 文学空间研究与叙事学的重叠地带+%
*外国文学研究+6"."'"5"5($ #1!9$,

4\)+J% >=+J."A=0/B)BMW)B0;JB)QKM$ 8+ NI/BP)QQ=+JF/BB=R
0;BM;CSQ)0=)PA=0/B)BMS0'(=/E)+( Z)BB)0;P;JM.# <1.G
)&98 -&+)."+$.)(+$,&)36"."'"5"5($ #1 9$.6

!!!$ *文学空间研究$ 地方.绘图.空间性+%*美学与艺
术评论+'第 $1 辑(%朱立元主编, 太原$ 山西教育
出版社%"5$1 年, 9-!^"%"6$!"6",

4 . " SQ)0=)PA=0/B)BMS0'(=/E$ GP)?/% ])QQ=+J% )+(
SQ)0=)P=0M.# R1$.8"*14=)3+6)+&%3"8, =.+K)O&)N@L(.
3K' A=M')+. _;P.$1. F)=M')+$ SK)+&=L('?)0=;+
G'TP=EK=+J:;'E/% "5$1.9- ^"%"6$ "6".6

!!!$ *空间转向与外国文学教学中地图的使用+%*宁波
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65.#'"5$%($ $5^!$$#,

4 . " SQ)0=)PF'B+ )+( ])QE=+ \;B/=J+ A=0/B)0'B/
F/)?K=+J.# R1$.8"*14L&89P1a8&O).3&+/'H,$%"+&18"*
(%&)8%)H,&+&18( 65.# '"5$%($ $5^ $$#.6

"X/;?B=0=?=E@.# $1 '̀PM"551.$$ '̀PM"5"5 7K00QE$ss/+.
<=V=Q/(=).;BJs<=V=sX/;?B=0=?=E@8.

)̀@/E;+% \B/(B=?.=.%6")1*19&)314+6)<$+$.)$ ?6):)3&.)
>"**), a+1D&" "8, \+6).(%&)8%)<&%+&183@A;+(;+$
_/BE;% "559.
. E13+51,).8&35% 1.% +6) >$*+$."*-19&% 14-"+)
>"D&+"*&35@ 7'BK)@% ZW$ 7'V/ [+=I/BE=0M GB/EE%
$11$.!

F)PPM% H;T/B0F.% B̀."8(I/+0'B/E=+ A=0/B)BMW)B0;JB)QKM$
L&QP;B)0=;+E% H/QB/E/+0)0=;+E% GB;*/?0=;+E.# -&+)."+$.)
"8, [)19."D6/$ ?6) 0.&+&89 14(D"%) +6.1$961$+
A&3+1./.L(. L@@)+'/PP/G/B)P(;. Z/<?)E0P/R'Q;+R
FM+/$ W)@TB=(J/S?K;P)BEG'TP=EK=+J% "5$-."5 #-.
.<.),.&%R"5)318$ ?6)E.1#)%+14:&"*)%+&%"*>.&+&%&35.
A;+(;+$ GP'0;GB/EE% "5$6.
."FK/X/;Q;P=0=?)P8/E0K/0=?;C]=((P/R/)B0K$ F;PV=/+%
W=+/@)% )+( A=0/B)BMW)B0;JB)QKM.# ?1D19."D6&)314
E1D$*".>$*+$.).L(E.]))B=0G==QQ;+/+ )+( ])BVV'
S)P@/P). Z/<?)E0P/R'Q;+RFM+/$ W)@TB=(J/ S?K;P)BE
G'TP=EK=+J%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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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A=0/B)BMW)B0;JB)QKM$ Z)BB)0=I/)E)SQ)0=)PPM
SM@T;P=?8?0.# L)N=5).&%"8 L1+)3\8*&8).$ )̀+."5$$.
"$ Z;I."5"5 7 K00QE$ss+)+;?B=0.?;@s=EE'/Es=EE'/$s
P=0/B)BMR?)B0;JB)QKMR+)BB)0=I/REQ)0=)PPMREM@T;P=?R)?08.
."FK/])Q )+( 0K/X'=(/.# ?)"%6&89 (D"%)% E*"%)%
"8, -&+)."+$.)@L(.H;T/B0F.F)PPM B̀. A;+(;+$
H;'0P/(J/% "5$%.$ 1.
. M)*O&**)% M"DD&89 "8, [*1P"*&'"+&18$ -&+)."./
>".+19."D6/&8 +6)=5).&%"8 S".1C$)0.&+)..A;+(;+$
W;+0=+''@D+0/B+)0=;+)PG'TP=EK=+JXB;'Q% "551.
."Z/'0B)PXB;'+(E% ;B0K/[0;Q=);C0K/W=0M=+ 0K/LB)
;CXP;T)P=Y)0=;+.# R1$.8"*14>18+)5D1."./-&+)."+$.)".
" '"5$5($ $#6 $6%.
."GP)?/E4K/B/0K/S0)BE8B/S0B)+J/$ \)+0)EM)+(
[0;Q=)=+ F;PV=/+UE]=((P/R/)B0K.# ?1*2&)8 &8 +6)L)N
>)8+$./$ H33"/3&8 A181.14?15 (6&DD)/.L(E. ;̀K+
4@.:;'JK0;+% )̀+/02B/++)+ WB;C0% /0)P. /̀CC/BE;+%
ZW$ ]?\)BP)+(% "5$6.6$ 99.
.E1)"8, +6)($PO).3&18 14=5).&%"8 -&+)."+$.)$ ("+&.)%
<"8+"3/% >.&+&C$).Z/<>;BV$ 2P;;@ET'BM% "5$6.
."FK/H/)EE/B0=;+ ;CSQ)?/=+ A=0/B)BMS0'(=/E.# ?6)
K1$+*),9)A"8,P11214-&+)."+$.)"8, (D"%).L(.H;T/B0
F.F)PPM̀B.A;+(;+$ H;'0P/(J/% "5$^.$ -.
."S=0')0=+JX/;?B=0=?=E@.# =5).&%"8 S112K)O&)N#^.-
'"5$-($ # 6.
.(D"+&"*&+/.A;+(;+$ H;'0P/(J/% "5$#.

. " SQ)0=)P=0MUE ]=BB;BE$ H/CP/?0=;+E ;+ A=0/B)BM
W)B0;JB)QKM.# H89*&36 -"89$"9)"8, -&+)."+$.)-$.6
'"5$9($ 99^ 9^-.
."D+ 0K/S'T'BTE;C8@)'B;0'@$ \)+0)EM% [0;Q=)% )+(
A=0/B)BMW)B0;JB)QKM.# (D"+&"*M1,).8&+&)3$ [)19."D6/%
L".."+&O)% I5"9&8".&)3. L(E. ;̀K)++/EH=O'/0)+(
LP=Y)T/0K c;PP@)++.A;+(;+$ H;'0P/(J/% "5$%."^
6$.!
."F;PV=/+UEX/;Q;P=0=?)P\)+0)EM$ SQ)0=)PZ)BB)0=I/=+
?6)-1., 14+6)K&893.# E1D$*".<&%+&18 "8, (D"+&"*&+/$
K)",&89 [)8.)()++&893.L(.A=E)\P/0?K/B.Z/<>;BV$
G)PJB)I/])?@=PP)+% "5$-.$"9 $65.
. ?1D1D6.)8&"$ E*"%)% L".."+&O)% "8, +6) (D"+&"*
I5"9&8"+&18.2P;;@=+J0;+$ D+(=)+)[+=I/BE=0MGB/EE%
"5$1.!
.a+1D&" &8 +6)=9)14[*1P"*&'"+&18$ (D"%)% K)D.)3)8+"G
+&18% "8, +6)01.*, (/3+)5.Z/<>;BV$ G)PJB)I/])?R
@=PP)+% "5$#.

朱立元!陆扬!罗伯特)塔利$ *关于空间理论和地理批
评三人 谈 +% 方 英 译% *学 术 研 究 + $ ' "5"5 ($
$6#!$6%.

43K'% A=M')+% A' >)+J% )+( H;T/B0F.F)PPM B̀."8
7=)P;J'/;+ SQ)0=)PFK/;B=/E)+( X/;?B=0=?=E@.# FB)+E.
\)+J>=+J.=%",)5&%K)3)".%6 $'"5"5($ $6# $6%.6

&责任编辑) 王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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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能读到怎样的元代杂剧!!!依相叙事形态演

进路径上的元杂剧考察+% *文艺研究+ $ '"5"5($
$$5!"5,

4 ."4K)0c=+( ;C>')+ !"#$ W)+ 4/H/)(.# -&+)."+$.)
m=.+(+$,&)3$'"5"5($ $$5 "5.6

叶子奇$ *草木子+, 北京$ 中华书局%$191 年,
4>/% 3=O=.01.,314[."33"8, ?.))3.2/=*=+J$ 3K;+JK')

2;;V W;@Q)+M% $191.6
俞为民!孙蓉蓉$ *新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 合

肥$ 黄山书社%"551 年,
4>'% 4/=@=+% )+( S'+ H;+JB;+J.=L)N>1**)%+&18 14?.)"G

+&3)318 >*"33&%"*>6&8)3)?6)"+.).:/C/=$ :')+JEK)+
2;;V W;@Q)+M% "551.6

臧晋叔$ *元曲选+, 北京$ 中华书局%$1%1 年,
43)+J% =̀+EK'.=8 =8+61*19/14J$"8 E*"/3.2/=*=+J$

3K;+JK')2;;V W;@Q)+M% $1%1.6

钟嗣成$ *录鬼簿+%*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 '二(, 北
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191 年, %9!"^6,

43K;+J% S=?K/+J.K)9&3+).14[613+3@=>1**)%+&18 14?.)"+&3)3
18 >*"33&%"*>6&8)3)?6)"+.)._;P.".2/=*=+J$ WK=+)
7B)@)G'TP=EK=+J:;'E/% $191.%9 "^6.6

周德清$ *中原音韵校本+%张玉来.耿军校, 北京$ 中华
书局%"5$# 年,

43K;'% 7/O=+J.E.131,/14+6)>)8+."*E*"&8.L(E.3K)+J
>'P)=)+( X/+J '̀+.2/=*=+J$ 3K;+JK')2;;V W;@Q)R
+M% "5$#.6

周贻白$ *中国戏剧史长编+,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55^ 年,

43K;'% >=T)=.=A&3+1./14>6&8)3)?6)"+.).SK)+JK)=$
SK)+JK)=2;;VE0;B/G'TP=EK=+J:;'E/% "55^.6

&责任编辑) 程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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