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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文学批评理论视域下莎士比亚戏剧的阐释研究

焦!敏

摘!要! 在 73 世纪学科交叉融合的背景下&文学与经济学之间的跨学科交流正在创造一个充满希望的新兴研究领域)
本文通过溯源文学与经济学的历史渊源&介绍经济 文学批评发展的阶段以及基本批评实践方法&并以经济0文学视角
介入莎士比亚研究所产生的卓著成果为例说明该批评实践的意义&即探索处于经济环境或一系列经济事件中的人物或
者文学作品中阐述的经济观点和争议&可以带来对文本*作家*流派和风格的全新视角)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经济学研
究与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话有助于发现在文学作品和经济文本中并行的潜文化潮流*探索文化遗产中思想的演变&提供
相关文化史和经济史的新观点) 此外&将人文主义方法引入经济学研究也为经济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参考资料&为近
来喧嚣尘上的批判&即经济学研究存在的道德缺陷及价值判断缺陷&提供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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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文学批评理论视域下莎士比亚戏剧的阐释研究

学科共建项目'经济$文学批评理论视域下的莎
士比亚戏剧研究( 4项目编号, :̀3[_cc%[3和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阐释学研究院 7%3Z 年度课题
'文学与阐释, 文学阐释的维度与视域融合( 4项
目编号, IR\ 7%3Z 3%3的阶段性成果*

一& 经济 文学批评的源起

现当代)经济学与文学学科的关系可谓泾渭
分明* 然而)回溯历史)两者之间的关系却是错综
复杂* 古希腊视灵魂的培养为终极目标)金钱须
服务于灵魂的升华* 如在 %共和国& !6*>4A1#2"
中)柏拉图构建了道德的等级制度)理性在顶层)
物欲在底层!7Z3"* 以追求交换价值!货币"为根
本目的的活动)是退化的物质主义和被奴役的世
界观的体现* 研究交换价值的学科服务于人类的
终极目标$灵魂的升华)即货币价值须服务于美
学价值)经济服务于灵魂的培养)因而文学要高于
经济学或文学囊括经济学!Q?OL.*$"*

经济学与文学的分离缘于何时0 学者对此持
不同意见* 海因策尔曼!h,(=Q.@0&.H6?0"认为
3[83 年杰文斯!c-R-W.B50*"的%政治经济学理
论&!<.*()B('!(1#%#2"1G2($(=B"的出版标志着两
者的分离$$$边际主义革命产生了新古典经济
学)成为今天的主导模式-也有学者认为两者的分
离至少是一个世纪之前)政治经济学与典型的资
产阶级文学形式$$$小说同时兴起* 小说的出现
标志着经济与文学的分离+文化的性别化)并导致
十八 世 纪 后 期 政 治 与 家 庭 领 域 的 分 离

!c55+6?0*..4 ""* 如果说小说是'通过想象
和描述构建隐私和家庭生活的话语体系)那么政
治经济学就是通过想象和描述构建公民社会的话

语体系 ( !G156>*50 78 "* 伍德曼西 !P?(=1?
c55+6?0*.."则认为)经济学与人文科学的分离
与浪漫主义意识形态的出现最为一致)浪漫主义
意识形态定义了与商业相对立的文学!艺术")分
离了美学价值与货币价值!c55+6?0*..""*

尽管经济学思想根植于哲学+历史等人文学
科)但自 7% 世纪中期至 73 世纪初)经济学研究越
来越热衷于数学建模和计量经济学)经济学理论
被视为硬科学* 然而)过去二十年以来)经济活动
似乎越来越被证实为与修辞学+心理学+符号学及
意识形态等体验密不可分)'经济(作为独立的概

念越来越受到挑战* 麦克洛斯基 !:50?H+ Y-
P/IH5*L.2"指出了经济学科中一些可能是致命的
缺陷)如经济学科其修辞本质以及其学科基本假
设所存的偏见*!

还有学者指出了经济学研究存

在的一些弊病)包括西方中心化+男性化+去阶级
化* 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构建的在孤立的世界里
自由选择符合自身利益的理性经济人的形象被批

判为狭隘和男性中心主义*"
此外)女性主义经济

学家强调'经济人(以及经济学的性别本质)揭示
了经济学存在的性别偏见*#

中国的经济学家也

指出了经济学科的道德缺陷)如假定只存在利益
冲突而忽略理念冲突+人性自私假设的异化和极
端化!张维迎'目前主流经济学(")以及对数理模
型的推崇+对价值判断的视而不见!向松祚 4["*

要求重新审视经济学科的呼声从 7%%[ 年金
融危机以来越来越高涨* 在此背景下)主流经济
学正在演变)新的研究潮流探索有限理性)甚至是
非理性行为* 而与文学经典的对话可以使经济学
家摆脱经济学理论受严格的理性行为概念的困

扰)反思经济学理论中的本质主义* 在 73 世纪学
科交叉融合的背景下)经济学与心理学+地理学+
生物学的结合已经产生了不斐的成就* 步入二十
一世纪)在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和文学研究学者的
共同努力下)经济学和文学之间的跨学科交流正
在创造一个充满希望的新兴研究领域*

在此背景下) 诞生了新经济批评 ! Y.O
V/5056@/I(@=@/@*6"* 其肇始于 7% 世纪 Z% 年代
末)主要研究文学+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以往
的经济批评)如法兰克福学派及左派马克思主义
批评)主要采用文学文化研究方法探讨作品中的
经济现象+批判社会的经济逻辑* 作为资本主义
社会的文化抨击者)法兰克福派通常秉承马克思
的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
经济体制以及现代资本主义文化进行批判* 而新
经济批评其批评实践的基石是隐喻与同源性

!Q565H5F@.*"* 夏尔!P?(/R1.HH"认为隐喻在某
种意义上都是经济的)因为'隐喻(的词源其中包
含了转移或交换的概念* 金钱是语言符号系统的
'内部参与者(, 语言由经济组成)经济学也是一
种语言!R1.HH) 7($*B) -"$&4"&*"$5 <.(4&.%出处
4"* 新经济批评的奠基者们!P?(/R1.HH) W.?0D
W5*.>1 5̀,U- c?H=.(J.00 P@/1?.H*"认为)价值+债
务+金钱和交换的隐喻不仅是经济实践的基石)也

#7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前锦排版!二校样!华师大"#$$##" !!!!开本净尺寸# "$#%%&"'(%%!!!!出版科# 金莉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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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经济活动呈隐性的文学话语体系的基石* 因
此)新经济批评以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和解构主
义理论为起点$$$即能指的任意性以及在语法上
的相关性$$$讨论金钱+金融与文学或语言学的
关系以及其虚构或构建的本质)从而揭示并分析
经济话语体系和语言+文学话语体系之间存在的
哲学+历史的相似趋势$$$通常称为经济语言系
统和语言系统之间的同源性!c55+6?0*..33"*
新经济批评为随后的经济 文学批评奠定了基础*

进入二十一世纪)经济 文学批评更注重学科

之间的融合* 劳特利奇!E5,=H.+F."出版社先后
于 7%38 年+7%3[ 年推出两册经济与文学研究手
册* 其中)%经济与文学, 一种比较与跨学科研究
方法&!7%38"从经济利益冲突具有社会+政治+道
德的原因和后果为出发点)展示了经济学和文学
文本分别如何处理相同主题)并探讨了经济思想
和隐喻塑造文学文本的方式)侧重于经济理论与
文学叙事结构之间的类比)旨在表明融合文学和
经济学可以帮助我们找到一种共同的语言来表达

对危机和社会变革的新的批判性观点* 而%劳特
利奇文学与经济学研究手册&!7%3["提出了经济
文学批评 !V/505DC@=.(?(2I(@=@/@*6"这一批评方
法)主张文学研究应积极地与经济思想史和经济
分析方法相结合* 人文研究强调对事物的理解+
认识不能与其具体历史和社会背景割裂* 由此)
文学作品中反映的经济认知更有助于把握经济现

象与因素的具体历史意义* 因此)经济 文学批评

更注重结合经济学原理与文学文化研究及历史与

社会研究方法)研究作品中的经济因素及其反应
的经济史或经济认知)突破经济学中的一些定义
去历史化+去性别化的狭隘性* 此外)以经济学的
理论探讨文学作品的创作与流通时的经济背景+
结构与认知是对文学文化研究方法的非常好的补

充-探索处于经济环境或一系列经济事件中的人
物或者文学作品中阐述的经济观点和争议)可以
带来对文本+作家+流派和风格的全新视角*

与此同时)研究早期现代文学和文化的学者
对经济史+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文
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格
拉夫! (̀?B"指出)'现代早期新生资本主义被证
明是新经济批评的肥沃土壤)从这一视角研究莎
士比亚的作品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333"*
霍克斯!:?B@+ Q?OL.*"认为)莎士比亚和他的同

时代人意识到了前所未有地从古希腊时期对美学

价值的追求转向前资本主义时期对货币价值的追

求)并见证了三类事物的商品化, 土地+劳动和金
钱* '土地(的商品化意味着外部环境的商品化)
即客观世界本身* 而'劳动(的商品化指向的是
人的生命的商品化* 客体的主体化和主体的客体
化是同一过程的两种方式)它颠覆了人类对世界
的理解)对人类社会的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段强烈变化的时期恰好与莎士比亚的一生一

致)他的戏剧是对这一时期由于经济认知结构的
改变而导致的社会和心理的改变最有洞察力的反

映!3""*

二& 经济%文学批评理论视域下莎士比亚
戏剧的阐释

!!在此背景下)本文尝试通过溯源文学与经济
学的历史渊源)介绍经济 文学批评发展的阶段以

及基本批评实践方法)并以经济$文学视角介入
莎士比亚研究所产生的卓著成果为例说明该批评

实践的意义)并分三类阐释经济$文学批评理论
视域下莎士比亚戏剧研究所取得的累累硕果)以
实例说明经济$文学跨学科批评前景可期* 下述
批评实践也是国外经济$文学跨学科研究的缩
影)对经济$文学跨学科研究极具启迪意义*

!一" 研究莎士比亚戏剧与读本产生#传播的
经济背景

这一类研究通常调查个人或相关作品产生的

社会+文化和经济背景)是文化研究或新历史主义
的一个分支* 它研究如作者经济来源变化$$$从
赞助!包括各种类型的'自我赞助("+到被雇佣+
到类 似 塞 缪 尔 # 约 翰 逊 的 自 由 投 稿 人

!c55+6?0*.." 8"-探讨性别+种族和性取向对
文本生成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研究作品创作时的
国家+区域或跨国经济等-此外)该研究还考察作
品的外部流通与消费)研究市场如何造就经典-也
可以探讨阅读经济)即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交流)文
本和读者接受* 以此视角研究莎士比亚戏剧的阐
释)较具代表性的作品包括,

3n%莎士比亚与书& ! @.":*+>*")*"$5 %.*
3((:) 7%%3 年")从调查个人或相关作品产生的社
会+文化和经济背景的视角)结合印刷商与出版商
的经济活动)考察了莎士比亚如何从为剧场撰写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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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文学批评理论视域下莎士比亚戏剧的阐释研究

脚本以获取股东利润到被构建为具有象征意义的

文学人物的过程* 其核心观点为莎士比亚作为剧
场与剧团的股东)通过撰写脚本并指导演出获得
可观的股东收益* 即便他预料到其中一些剧本可
能会出版)却也并没有监督这些作品的出版)因为
按照当时版权法)莎士比亚不可能从印刷商与出
版商处获得任何收益* 莎士比亚在世的时候)付
梓的剧本只占他创作总数的一半左右)均以廉价
的小册子形式出版* 作为剧场及剧团的股东之
一)他始终有意识地为演员创作)满足于在表演必
需的合作环境中工作* 只有在他去世后)在与他
本人志向毫无关系的经济文化动因的推动下)莎
士比亚才成为了后来那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学人

物* 该书结合出版业的发展)还原了莎士比亚戏
剧及读本产生及传播的经济背景*$

7n拉斯#恩格尔!C?(*V0FH."的%莎士比亚
的 实 用 主 义, 莎 士 比 亚 时 期 的 市 场 &
! @.":*+>*")*"$ !)"&="%#+=, 7"):*%('J#+<#=*)
3ZZ4 年")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传达了一种实用
主义世界观* 莎士比亚生活在随着经济的发展)
各种宗教和社会制度被逐渐置于经济框架中的时

刻* 莎士比亚的实用主义经济学或多或少取代了
中世纪的一些稳定结构)如神圣的王权!3%"* 不
仅莎士比亚的戏剧受市场运作的影响)仿若一场
经济赌博)其戏剧也将行动+人物和动机交给观众
判断* 恩格尔认为)这样一个戏剧经济)为确立和
评估真相提供了一个实用主义的模型* 在他看
来)'实用主义者的核心是用价值+行动和信仰的
可变取代哲学传统试图建立的事实+真理和知识
的固定结构( !4")是用动态经济j交换对固定结
构进行重新描述!8"* 恩格尔对十四行诗+%哈姆
雷特&%威尼斯商人&+亨利系列剧+%仲夏夜之梦&
%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科里奥兰纳斯&%安东
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研读揭示了莎士比亚将知
识+真理和确定性视为社会互动的戏剧经济中相
对稳定的商品的倾向)以及莎士比亚如何以实用
主义精神重塑了王权+贵族和诗意的不朽* 莎士
比亚作品中频繁出现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价
格问题)呈现了感知和信仰的可协商性的本质*
如哈姆雷特必须不断在戏剧化的情境中测试自己

和他人的价值-%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想象了
一个每个决策都明确地以市场术语被思考!并正
式讨论"的政治世界)每个人都在讨价还价来哄

抬自身价值和拥有的商品的价值* %科里奥兰纳
斯&展示的是不同道德经济的冲突, 自我崇拜的
高尚英雄和罗马人群的冲突* 科里奥兰纳斯的生
活方式秉承于人本卓越的本质主义观点)而在罗
马)他必须要到市场去获得承认)但他拒绝能够赋
予其相应社会权力的谈判)拒绝'到市场去(* 此
外)婚姻+友谊等也受实用主义的影响)如%威尼
斯商人&一剧中情感与经济的混淆)两种竞争但
互补的话语体系似乎在威尼斯不断流转* 另外)
针对当代政治实用主义经常被诟病为缺乏道德立

场)作者尝试为其辩护)指从另一个意义上说)作
为一种描述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方式)政治实用主
义强调分析各方的价值主张)有助于梳理政治冲
突中涉及的价值关系)在重新描述的过程中展现
各方的立场!74"*

!二" 研究经济与不同话语体系间的关系
第二种形式的经济$文学批评其基石为发现

经济与不同话语体系间的同源性* 同源方法从历
史与本体论的角度)研究可比较的话语体系在历
史和本体论上的相似性) 以期发现同源性
!c55+6?0*..37"* 该研究同时受认知语言学
中象似性!</50@/@=2"研究的影响, 语言结构与人
的!经济"经验结构及概念结构之间有一种自然
的联系* 语言结构与人类的概念知识)包括经济
概念知识有关)并以它们为理据!R1.HH4"* 语言
能力是个体认知能力的一部分)也是个体的经济
认知能力的一部分* 反过来说)经济认知能力会
影响到语言运用* 以此视角研究莎士比亚戏剧的
阐释)较具代表性的作品包括,

3n%莎士比亚的二十一世纪经济学, 爱与金
钱的 道 德 & ! @.":*+>*")*Q+<H*$%BK'#)+%0*$%4)B
G2($(=#2+, <.*7()"1#%B('-(,*"$5 7($*B)3ZZZ
年"-作者特纳!G,(0.("指出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
时期意义+价值和隐含规则体系的创造者* 该书
探讨了莎士比亚戏剧中再现的金钱的功用* 传统
意义上)金钱被视为万恶之源)金钱冲击了爱情+
艺术及科学)市场则加剧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
与神之间的孤立* 而特纳!G,(0.("的研究受认知
语言学中象似性!</50@/@=2"研究的启迪)以同源
性的方法)通过对莎士比亚语言的分析)诸如价
值+利益+债券+安全+信任等词在英语中既是伦理
学又是经济学的语言!33")表明莎士比亚已经开
始意识到经济学和伦理学两个领域的联系)并认

#7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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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研究!7%7% 年第 7 期

为经济交流是人类道德关系的体现!34"* 特纳
分析了%威尼斯商人&一剧中市场!6?(L.="与慈
悲!6.(/2"的同源性$$$均源于罗马神中司商业
与信使的墨丘利!P.(/,(2")两者紧密相关而非割
裂或对立* 作者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研究的结论
是, 首先)人类的艺术+生产和交换是人类天生的
创造力和再生产力的延续)而不是对它们的破坏*
其次)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即使是最符合道德和最
私密的)也不能脱离市场的价值观和纽带!3""*
这一批评实践结合了经济学与伦理学)论证了经
济互动行为背后的道德动因)既为理解莎士比亚
戏剧的深层次结构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又为人文
主义经济学正言*

7n乔纳森#吉尔#哈里斯的%疾病经济, 莎
士比亚时代中的戏剧+重商主义和疾病& ! @#2:
G2($(=#*+, C)"=") 7*)2"$%#1#+=) "$5 C#+*"+*#$
@.":*+>*")*Q+G$&1"$5) 7%%" 年"指出身体在西方
经济概念中的重要地位)如财富的流动象血液循
环一样+通胀!@0'H?=@50"原指一种特别的 '脓肿
!*O.HH@0F"+以及亚当#史密斯的'看不见的手(+
甚至'资本!/?>@=?H"(一词的词源* 作者认为疾病
叙事和经济叙事是相互作用的话语体系)互相为
对方提供关于文本和概念的视野)因此)该书重点
研究了早期现代经济话语体系以及重商主义的戏

剧中使用的特定的病理学语言* 作者认为)以疾
病隐喻经济表达了对全球商业网络中国家市场脆

弱性的根深蒂固的恐惧, 经济!的外向性"发展使
当时大家意识到疾病可以视为一种异体!入侵")
'自然地(从一个生物体传递到另一个生物体
!37")如梅毒被波兰人称之为德国病+德国人称
之为法国病22传染病越来越被视为一种外来的
有害商品)被商人+士兵及其他外国移民带入国内
!38"-而在此之前)对疾病的想象是基于体液的
紊乱或匮乏导致身体内部的平衡被打破!34"*
反过来)关于传染病或外源性疾病的新词汇丰富
了关于如国家+全球贸易等新兴话语的想象力
!3["* 哈里斯在题为'梅毒和贸易(的章节中)研
究了%错误的喜剧&中的贸易和性'交易()认为
'该剧对4梅毒3的提及将对个体不受控制的欲望
的焦虑与对外贸易对财政的潜在有害的焦虑联系

在一起( !43"* 此外)哈里斯在解读了莎士比亚
的%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威尼斯商人&%错误
的喜剧&后指出早期现代疾病话语和重商主义倾

向结合后产生的一方面是对'外国人(的玷污)另
一方面是对全球想象的理所当然*

4n塞贝克和邓 !J?(N?(?R.N.L ?0+ R=.>1.0
:.0F"主编的%全球流通, 3$$% 年至 388% 年英国
文学文化中的贸易话语与实践& !S1(A"1<)"''#2,
C#+2(4)+*+ "$5 !)"2%#2*+ ('<)"5* #$ G$&1#+.
-#%*)"%4)*"$5 041%4)*')(=Vaa` %(Vb``)7%%[ 年"
该书遵循经济实践必须被理解为复杂的文化和话

语现象的原则)探讨了英国早期现代文学与迅速
扩展的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格局之间的关

系)阐述了使抽象和遥远的贸易世界变得有意义
并且可以被同时代人理解的话语体系的运作方

式)并尝试为解读文学与经济之间关系的方法建
模!3"* 卷集的作者们以贸易作为重点)交叉探
讨了早期现代时期贸易与旅游+对外扩张+新兴民
族主义+帝国主义原型和新兴殖民主义等之间的
关系* 其中第一部分'新兴的关于贸易的认识
论(关注的是商业行为带来的对商业+贸易认知
的转变* 其中伊恩#麦金尼斯!<?0 P?/<00.*"研
究了%威尼斯商人&中呈现的十六世纪对风险和
危害的态度从'被动依靠天意(演变为4对3风险
的积极的防范的转变过程!$7"*%

第二部分与第

三部分则探讨了英国人对贸易扩张态度的变化及

思考贸易对英国及英国国家民族概念的影响, 从
歇斯底里的反对到认为贸易污染英格兰+女性化
英格兰或破坏英格兰)最后到对异国情调的崇拜
和认为贸易对英国国家的稳定和协调及救赎至关

重要* 其中特斯特!G.*="对%暴风雨&的分析指
出)早期英格兰的'商船上的国家(依赖于鳕鱼贸
易维持运营)对外贸易有赖于在海上雇用大量无
主的奴隶和无家可归的人* 因此)%暴风雨&中神
奇的小岛不被视为永久殖民地或传统种植园)相
反)其代表了全球交换的新经济学)而对未殖民的
外国空间的依赖促进了早期现代民族国家的

发展*&

"n瓦莱丽#福尔曼! ?̂H.(@.K5(6?0"的%悲
喜剧与救赎, 全球经济学和早期现代英国戏剧&
!<)"&#2(=#26*5*=>%#($+, S1(A"1G2($(=#2+"$5 %.*
G")1B7(5*)$ G$&1#+. @%"&*) 7%%[ 年"融汇了早期
现代时期的三种貌似不协调的话语体系$$$对英
国不断扩大的全球贸易的经济考量+基督教的救
赎意识形态以及悲喜剧文类的基本原则* 该书认
为)新的经济现象迫使经济理论与戏剧重新看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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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文学批评理论视域下莎士比亚戏剧的阐释研究

损失$即损失只是暂时的)最终可以转化为收益
及价值!3"* 而悲喜剧!G(?F@/56.+2"这一戏剧形
式)叙事结构上类似于基督教的救赎$基督的牺
牲!也许是损失的原型")如何转化为最终的利
益$人类的救赎)形式上特别适合损失化为收益
这一主题)也适用于描写近代早期海外贸易)且许
多关于海外贸易或旅游的戏剧采用的都是悲喜剧

这一形式* 作者认为经济变革可以而且确实刺激
了新的戏剧形式的产生)戏剧本身也参与了有关
海外贸易和投资的新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形成和发

展* 而对基督教救赎模式的借鉴)不仅产生了想
象损失与利润的新方法)也合法化了上述经济实
践* 作者通过对%威尼斯商人&和%十二夜&的讨
论尝试说明由于喜剧的内在结构要求消除紧张与

冲突)必然会拒绝扩张)因而无法适应新的经济实
践的要求* 如%威&剧在报复悲剧中强加喜剧导
致了狭隘)最终不仅会阻止获利)而且无法达成该
剧追求公平+安全交易的初心* %第十二夜&展示
了喜剧的局限性$$$对损失和利润的否定是喜剧
这一形式本身的逻辑所必需的)因而也无法适应
新的经济实践的要求*5

!三" 元理论批评实践$
第三种形式的文学$经济批评实践是元理论

批评实践* 经济$文学批评方法的传播带来了一
系列新问题)如经济术语使用的不精确或泛滥*
滥用会消解这些术语的经济意义及工具价值)因
此)经济$文学批评理论须继续完善其使用经济
术语的正当性以及反思经济学术语)例如'价值(
'资本('经济()以及反思同源方法在使用中的不
当)避免将复杂文化现象归为简单的 '经济主
义()从而实现学科之间有益的批判性交流* 与
此同时)该批评实践还探讨文学作品创作与流通
时的经济背景+经济结构与经济认知-研究作品中
反映的经济因素+经济认知或经济史)以期突破经
济学中一些定义去历史化+去性别化的狭隘性)为
经济内术语内涵的变迁建立谱系* 以此视角研究
莎士比亚戏剧的阐释)较具代表性的作品包括,

3n英格拉姆!W@HHA1@H@>*<0F(?6"的%自身利
益,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中的信用+身份和财
产& !F5#(=+('@*1'K#$%*)*+%, 0)*5#%) F5*$%#%B"$5
!)(>*)%B#$ G$&1#+. 6*$"#++"$2*-#%*)"%4)*) 7%%# 年"
通过对早期现代文学呈现的与自身利益 !*.H'D
@0=.(.*="+信用 !/(.+@="+风险 ! 1?&?(+"相关的习

语+情节+人物等的研究)审视了'自身利益!*.H'D
@0=.(.*="(这一概念的演变* 过去)在基督教的话
语体系中)自身利益是无信仰的同义词)强调以信
任为基石的社会理性要优于以自身利益为基石的

社会理性-对商业自身利益无所顾忌的追求将导
致不道德或犯罪行为)将人带入欺诈+盗窃等令人
憎恶的邪恶* 不仅追寻自身利益者要遭受苦难和
憎恶)也给他人带来伤害!7"* 因此)当代的经济
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继续将 38 世纪中叶非政治
的私人利益定义为反社会的力量+极端个人主义
的症状)而英格拉姆这本书阐明了上述论点的谬
论!4"* 通过对利益!<0=.(.*="这一术语的内涵的
梳理)英格拉姆指出虽然同为利益)私人经济利益
被视为不道德的而合法的财产权利却被普遍认

可)这种对自身利益的矛盾+分裂的看法在十七世
纪初逐步被摒弃!7"* 英格拉姆的研究表明)进
入十六世纪后期)'具有广泛动机的经济主体开
始采用使个人利益合法化的做法和语言()'他们
开始缓和对高利贷+浪费和风险投资进行诽谤的
传统(!4"* 因此)虽然自身利益在历史上等同于
贪婪和自私)但在十七世纪初关于自身利益的概
念有了新的变化$$$人们不仅可以在经济社区中
主张个人利益)而且有权这样做( !3#"* 英格拉
姆指出直到今天)许多经济史学家传统上仍将自
身利益理解为反社区凝聚力的力量)但其实当时
不少作者已经撰文指出自身利益与社区利益二者

之间的关联性及相互促进的关系* 上述作者对自
身利益的辩护显然预示着亚当#史密斯的产生*
逐渐)追求自身利益成为一种人性* 如%雅典的
泰门&就再现了家长制!即地主对租户采取的互
惠策略以达到维系及控制租户并维持不平等关系

的目的的一种体制"与市场经济中对自身利益的
追求之间的冲突* 此外)他也分析了%威尼斯商
人&一剧再现了十六世纪后期'信用(的两个主要
定义的冲突, 即公共信用!/566,0?H'?@=1"或对个
体的信任与对买方未来支付能力的信任的

冲突*+

7n霍克斯!:?B@+ Q?OL.*"在%莎士比亚与经
济学原理&!@.":*+>*")*"$5 G2($(=#2<.*()B)7%3$
年"一书中梳理了'经济学(一词的词源及内涵的
演变* 作者首先回溯了经济一词的词源$$$'经
济(一词源于希腊语d@L5*!家庭"* 古希腊的'经
济学(意指如何有效使用可支配的材料来满足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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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研究!7%7% 年第 7 期

族家庭需求的理论和实践* 其两个基本要素是
?-人类-N-货物和动产!4"* 原则上没有人类活
动可以从上述'经济学(中排除)因此)该'经济
学(还包括现在称之为'心理学(和'社会学()甚
至'历史学( '伦理学(和'美学(等学科* 除了
'd@L5*(外)希腊人用'I1(.6?=@*=@/*(来定义以追
求交换价值!货币"为根本目的的活动* 现代经
济学视利润与效益为教条)其内涵与古希腊的
'I1(.6?=@*=@/*(更为接近*

进入 73 世纪)经济对政治)文化和个性的影
响越来越大* 事实上)由于 73 世纪的经济学涉及
生产)更涉及消费)因此必须要考虑到消费者的心
理和社会环境* 许多评论家都认为)我们对经济
的认知正从狭义经济学!(.*=(@/=.+ ./50562"过渡
到广义经济学!F.0.(?H./50562"* 在巴塔耶和德
里达之后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普遍

认为)隐喻意义上的'经济(一词)指的是'象征的
经济('利比多经济('符号的政治经济学(和'欲
望的经济(* 在霍克斯看来)后现代境遇让我们
回到了前现代英格兰的状态)因为'经济(问题在
概念上再次与道德+文化或美学因素密不可分*
像莎士比亚一样)我们遭遇的是广义经济学* 同
时)莎士比亚的作品也表明)当时新兴的狭义经济
学的一部分概念影响了整个十六+七世纪的生活)
而他从不同的话语体系中观察并反思了萌芽状态

的狭义经济学* 霍克斯认为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
是'经济(的内涵再次扩大的时代)因此研究莎士
比亚的作品中关于经济的观点既恰当又有必要

!4%"* 除了对经济学一词内涵的谱系研究外)该
书从隐喻的金钱+社会的市场化及商品化+重商主
义+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贸易等视角讨论了莎士
比亚的作品*

此外)需要提及的是%金钱与莎士比亚的时
代, 新经济批评论文集& !7($*B"$5 %.*/&*('
@.":*+>*")*, G++"B+#$ I*H G2($(=#20)#%#2#+=)
7%%4 年"* 由于是论文集)该书展示了不同的批
评实践手法)涉及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相关
的各种经济主题* 其中)派瑞!I,(=@*A.((2"分析
了%错误的喜剧&展示了在西美尔的现代'孤立(
和前资本主义的社区性之间的纠结* 尽管其结尾
否定了社区纽带的商业化)并被解读为对西美尔
称之为更'原始(的社会体系的怀旧)但该剧回归
前资本主义社区的渴望仍然不安地与其对商业社

会的兴趣纠缠在一起 ! "% "* 福尔曼 ! ?̂H.(@.
K5(6?0"以'投资(一词的词源与'服装(一词的同
源性为引子)探讨了%第十二夜&中的经济主题及
文化幻想)指出剧中人物作为对象)他们既认可又
拒绝经济力量和损失!包括真实的和想象的"*
其次)作为主体)他们否认物质限制)以创造主体
性的幻觉* 其结论是资本主义的主体必须否认产
生它们的物质和历史力量)以获得资本主义永久
化所必需的主体性!33$"* 斯宾塞!V(@/R>.0/.("
以%威尼斯商人&为例)比较了亚里士多德与莎士
比亚想象金钱和正义+金钱和爱之间的关系的异
同* 由于金钱无可避免地游走于可衡量和无法衡
量之间+价格与无价之间)亚里士多德和莎士比亚
都发现对价值的讨论不可避免地需要讨论边界

!H@6@="和过度!.U/.**"-作者认为亚里士多德更
多是中庸之道)而莎士比亚则是充满矛盾)他让安
东尼奥不过分还击)认为这是无限贪婪的表现)同
时却又呈现了无限的慷慨与慈悲!3"8"* 而聂特
佐洛夫!P?(L Y.=&H5''"则强调了新经济批评中隐
含的两个重要问题)即对资本主义一词的滥用)以
及将资本主义与重商主义混用!3$Z"*

结S语

上述从经济批评视角介入莎士比亚研究的代

表的是经济$文学批评发展的不同阶段* 第一阶
段研究调查个人或相关作品产生的社会+文化和
经济背景)是文化研究或新历史主义的一个分支)
而%莎士比亚与书&生动展现了上述研究视角带
来的对莎学研究的崭新视角)以及对莎士比亚及
其创作的重新认识-第二阶段的研究与认知科学
的发展密不可分)是受认知语言学中对象似性
!</50@/@=2"的研究)即语言结构与人的!经济"经
验结构及概念结构之间有一种自然的联系的影响

的启迪* 个体的经济认知能力会影响到个体如作
者的语言运用* 运用同源性或象似性的研究方法
有助于发现在文学作品和经济文本中潜存的并行

发展的文化潮流* %莎士比亚的二十一世纪经济
学, 爱与金钱的道德&就是上述研究的代表* 这
一批评实践同时为我们理解莎剧文本的深层次结

构提供了崭新的视角-第三阶段的研究)如%自身
利益,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中的信用+身份和
财产&将经济学术语'自身利益(放在历史语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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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文学批评理论视域下莎士比亚戏剧的阐释研究

考察)%莎士比亚与经济学原理&记录的是经济转
型带来的英国社会的心理+认知变化)尝试为经济
学及经济学术语建立谱系)也预示了文学$经济
批评的另一阶段)即通过审视文本再现的各种经
济形式与结构+内容和背景)提供有关文化史和经
济历史的新观点)为经济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
参考资料* 上述转变预示着经济 文学批评历经

对资本主义逻辑的无情批判却又无可奈何的阶

段)如詹明信就曾经说过)'世界末日会到来)资
本主义却不会终结(!K,=,(.I@=2")到寻求弥补经
济学的历史与道德缺陷)积极介入经济学研究*
'我们需要的是人文主义经济学)具有人性面孔
的资本主义-也就是说)一种充分表达人与物之间
的道德+精神和美学关系的市场( !G,(0.(33"*
而作为文学研究者)除了挖掘文学作品中呈现的
经济结构+内容和背景外)探索处于经济环境或一
系列经济事件中的人物或者文学作品中阐述的经

济观点和争议)也会带来对文本+作家+流派和风
格的全新视角* 这一点值得莎士比亚研究学者以
及经济$文学批评的相关研究者们不断探索
前行*

值得一提的是国内文学界也意识到经济$文
学批评的兴起* 由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华中师范
大学以及%外国文学研究&杂志等共同举办的首
届'文学与经济跨学科研究专题学术研讨会(于
7%3[ 年 # 月于上海举办!胡君怡 38""* %英美文
学研究论丛&7%3[ 年开辟了文学与经济专栏)主
持人探讨了经济 文学跨学科的可行性与意义)并
标识了研究实践中一些里程碑的作品!王卫新
477$7#"* 本文对国外经济 文学批评在莎士比

亚研究领域取得成就的梳理)以及对经济$文学
批评的主要批评实践的归类)期望能进一步推动
文学与经济跨学科研究*

注释#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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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 <?0 P?/<00.*) '.<HHC,/L) <HHC,/L0/, E@*L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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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 见 V+O?(+ P- G.*=) ' <.* <*=>*+%?0+ =1.
Y.O'5,0+H?0+ I5+ K@*1.(2)( S1(A"1<)"''#2) .+*-J?(N?(?
R.N.L ?0+ R=.>1.0 :.0F!Y.O\5(L, A?HF(?B.P?/6@HH?0)
7%%[")7%3 7%-
5 详见 ?̂H.(@.K5(6?0) <)"&#2(=#26*5*=>%#($+, S1(A"1
G2($(=#2+ "$5 %.* G")1B 7(5*)$ G$&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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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 W@HHA1@H@>*<0F(?6) F5#(=+('@*1'K#$%*)*+%, 0)*5#%)
F5*$%#%B "$5 !)(>*)%B #$ G$&1#+. 6*$"#++"$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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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0H?) ?0+ I1(@*=@0.J?(50) .+*-G2($(=#2+"$5
-#%*)"%4)*, / 0(=>")"%#,* "$5 F$%*)5#+2#>1#$")B
/>>)("2.-C50+50 ?0+ Y.O\5(L, E5,=H.+F.) 7%38-

;(@*=5=H.-G2($(=#2+-G(?0*-V-R-K5*=.(-dU'5(+, dU'5(+
S0@B.(*@=2A(.**) 3Z7%-

I51.0) c?H=.(-'.G1.S0+@*/5B.(.+ I5,0=(2/, R1?L.*>.?(.
?0+ P.(/?0=@H.̀ .5F(?>12-( 7")O#+%@.":*+>*")*+-V+*-
W.?0 V-Q5O?(+ ?0+ R/5==I,=H.(R1.(*15O-C50+50 ?0+
Y.O\5(L, E5,=H.+F.) 7%%3-37[ $[-

V0FH.) C?(*- @.":*+>*")*"$ !)"&="%#+=, 7"):*%('J#+
<#=*-I1@/?F5, S0@B.(*@=25'I1@/?F5A(.**) 3ZZ4-

K.(N.() P?(@?00.-;-) ?0+ W,H@.;-Y.H*50) .+*-3*B($5
G2($(=#2 7"$, 8*=#$#+%<.*()B "$5 G2($(=#2+-
I1@/?F5, S0@B.(*@=25'I1@/?F5A(.**) 3ZZ4-

K5(6?0) ?̂H.(@.-<)"&#2(=#26*5*=>%#($+, S1(A"1G2($(=#2+
"$5 %.*G")1B7(5*)$ G$&1#+. @%"&*-A1@H?+.H>1@?,
S0@B.(*@=25'A.00*2HB?0@?A(.**) 7%%[-

K5,/?,H=) P@/1.H-<.*P)5*)('<.#$&+, /$ /)2."*(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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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B) A.=.(K-'G?L@0FR=5/L 5'R1?L.*>.?(.?0+ =1.Y.O

V/5056@/I(@=@/@*6-( @.":*+>*")*V!7%37", 333 4#-
Q?((@*) W50?=1?0 @̀HH- @#2: G2($(=#*+, C)"=")

7*)2"$%#1#+=) "$5 C#+*"+*#$ @.":*+>*")*Q+G$&1"$5-
A1@H?+.H>1@?, S0@B.(*@=25'A.00*2HB?0@?A(.**) 7%%"-

Q?OL.*) :?B@+-@.":*+>*")*"$5 G2($(=#2<.*()B-C50+50,
JH556*N,(2;(+.0 R1?L.*>.?(.) 7%3$-

Q.@0&.H6?0) h,(=- <.*G2($(=#2+('%.*F="&#$"%#($-
;61.(*=, S0@B.(*@=25'P?**?/1,*.==*A(.**) 3Z[%-

胡君怡,'文学与经济学的对话$$$.首届文学与经济学
跨学科研究专题学术研讨会综述/()%外国文学研
究&4!7%3[", 38"$8#*

4Q,) W,02@-':@?H5F,.*J.=O..0 C@=.(?=,(.?0+ V/5056@/*,
;E.B@.O5'=1.K@(*=<0=.(+@*/@>H@0?(2R26>5*@,6 50
<0=.(+@*/@>H@0?(2 E.*.?(/1 @0 C@=.(?=,(. ?0+
V/5056@/*-( 8()*#&$ -#%*)"%4)*@%45#*+4!7%3[", 38"
8#-3

<0F(?6) W@HHA1@H@>*-F5#(=+('@*1'K#$%*)*+%, 0)*5#%) F5*$%#%B
"$5 !)(>*)%B#$ G$&1#+. 6*$"#++"$2*-#%*)"%4)*-Y.O
\5(L, E5,=H.+F.) 7%%#-

W?6.*50) K(.+(@/-!(+%=(5*)$#+=) ()%.*041%4)"1-(&#2('
-"%*0">#%"1#+=- :,(1?6, :,L. S0@B.(*@=2 A(.**)
3ZZ3-!
-'K,=,(.I@=2-( I*H-*'%6*,#*H;P?27%%4-4% ;,F,*=
7%3Z-o1==>*,jj0.OH.'=(.B@.O-5(Fj@**,.*j<<73j?(=@/H.*j
'(.+(@/DX?6.*50D',=,(.D/@=2p-

大卫#斯科特#卡斯顿, %莎士比亚与书&)郝田虎+冯伟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7%37 年*

4h?*=?0) :?B@+ R/5==-@.":*+>*")*"$5 %.*3((:-G(?0*-
Q?5G@?01, ?0+ K.0Fc.@-J.@X@0F, G1.I566.(/@?H
A(.**) 7%37-3

P/IH5*L.2) :50?H+ Y-<.*6.*%()#2('G2($(=#2+-P?+@*50,
S0@B.(*@=25'c@*/50*@0 A(.**) 3ZZ[-

AH?=5-<.*6*>4A1#2-G(?0*-J-W5O.==-Y.O\5(L, :5B.(
A,NH@/?=@50*<0/-) 7%%8-

R.N.L) J?(N?(?) ?0+ R=.B.0 :.0F) .+*-S1(A"1<)"''#2,
C#+2(4)+*+"$5 !)"2%#2*+('<)"5*#$ G$&1#+. -#%*)"%4)*
"$5 041%4)*')(=Vaa` %(Vb``-Y.O\5(L, A?HF(?B.
P?/6@HH?0) 7%%[-

R.2N5H+) P?==) ?0+ P@/1.HH.I1@1?(?) .+*-<.*6(4%1*5&*
0(=>"$#($ %(-#%*)"%4)*"$5 G2($(=#2+-C50+50 ?0+
Y.O\5(L, E5,=H.+F.) 7%3[-

R1.HH) P?(/-<.*G2($(=B('-#%*)"%4)*-J?H=@65(., G1.
W510*Q5>L@0*S0@B.(*@=2A(.**) 3Z8[-
- 7($*B) -"$&4"&* "$5 <.(4&.%, -#%*)")B "$5
!.#1(+(>.#2"1G2($(=#*+')(=%.*7*5#*,"1%(%.*7(5*)$
G)"-J.(L.H.2, S0@B.(*@=25'I?H@'5(0@?A(.**) 3Z[7-

G156>*50) W?6.*- 7(5*1+('D"14*, G#&.%**$%.K0*$%4)B
!(1#%#2"1G2($(=B "$5 %.*I(,*1- :,(1?6, :,L.
S0@B.(*@=2A(.**) 3ZZ#-

G,(0.() K(.+.(@/L- @.":*+>*")*Q+ <H*$%BK'#)+% 0*$%4)B
G2($(=#2+, <.*7()"1#%B('-(,*"$5 7($*B-dU'5(+,
dU'5(+ S0@B.(*@=2A(.**) 3ZZZ-

王卫新,'文学与经济学栏目主持人语()%英美文学研究
论丛&3!7%3[", 477$7#*

4c?0F) c.@U@0-'V+@=5(M*Y5=.*50 C@=.(?(2?0+ V/5056@/*
I5H,60-( G$&1#+. "$5 /=*)#2"$ -#%*)"%4)*@%45#*+3
!7%3[", 477 7#-3

c55+N(@+F.) C@0+?) .+-7($*B"$5 %.*/&*('@.":*+>*")*,
G++"B+#$ I*HG2($(=#20)#%#2#+=;Y.O\5(L, A?HF(?B.
P?/6@HH?0) 7%%4-

c55+6?0*..) P?(=1?) ?0+ P?(L d*=..0) .+*-<.*I*H
G2($(=#2 0)#%#2#+=, @%45#*+ "%%.* F$%*)+*2%#($ ('
-#%*)"%4)*"$5 G2($(=#2+- C50+50 ?0+ Y.O \5(L,
E5,=H.+F.) 7%%$-

向松祚, '反思经济学的道德基础() %金融博览& 7
!7%38", 4[$"3*

4_@?0F) R50F&,5-'E.'H./=@0F50 =1.V=1@/?HK5,0+?=@50*5'
V/5056@/*-( 8#$"$2#"1D#*H7!7%38", 4[ "3-3

张维迎,'目前主流经济学在丑化市场(* 7%3[ 年 7 月 33
日* 7%3[ 年 3% 月 37 日* o1==>,jjOOO-*51,-/56j
?j7777#"$$$q$$$%#% p*

491?0F) c.@2@0F- ' I,((.0=P?@0*=(.?6 V/5056@/*<*
:.'?6@0F=1.P?(L.=-( @(.4;33 K.N 7%3[-37 d/=
7%3[ o 1==>,jjOOO- *51,- /56j?j7777#"$$$ q
$$$%#% p-3

!责任编辑# 王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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