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怀疑的原则!

不难想见" 当代文学理论
的兴起从学术理念和学术体制
两个方面都对过去北美大学中
的文学教学和研究实现了一场
革命性的颠覆" 它对习惯于从
人文和历史两个角度来从事文
学研究的学者们造成了十分
巨大的冲击 "给本来享有崇高
学术地位的传统的人文学文
学研究者们引发了前所未有
的心理上的强烈恐慌 #不安和
自我保护 #反击意识等等 ! 于
是 "他们纷纷起而反击 "以十
分激愤的言辞谴责和批判当
代文学理论家们提出的种种
新鲜理论! 这就是贝特先生在
$哈佛杂志%上发表那篇论争文
章的学术背景! 作为一名功成
名就的人文学者# 传记作家和
文学教授" 他无法忍受这种将
本来十分人文的# 历史的和大
众的文学教学和研究引向一条
过分职业化# 专门化的狭窄道
路上去的倾向! 对贝特先生来
说"文学教学古来如此"毋庸置
疑"也无可改变"谁从事当代文
学理论研究" 谁就没有资格在
大学里从事文学教学和研究 "

像哈佛这样的大学就不应该给
予他们终身教职!

!他们被要求以比

平时更谦虚和低调

的态度 " 先从这样

的困惑开始##从

此脱胎换骨$

然而" 德曼先生认为尽管
贝特先生的担心确实是很有道
理的" 但他给出的诊断和药方
却都是错误的! 作为当时与德
里达齐名的最著名的文学理论
家#批评家之一"德曼自然不排
斥以德里达为首的法国文学理
论家们提出的前卫文学理论 "

相反他与德里达是气味相投的
朋友" 他毕生最大的学术贡献
和学术影响力就在于将他熟悉
的欧洲"特别是德#法两国哲学
家#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们提出
的最新的文学理论引进到美国
文学研究和文艺批评的主流学
术圈内! 他本人还是著名的耶
鲁解构学派的代表人物" 这个
学派倡导怀疑主义#虚无主义"

蔑视文学经典作品和传统文化
遗产" 甚至不相信有真理和意
义存在的可能性! 这个学派名
噪一时" 不但给北美大学的文
学教学和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
扰" 而且也被人指责为对整个
西方文明带来了巨大损害! 而

德里达先生当时也曾是耶鲁的
常客" 当是这个耶鲁学派的精
神后援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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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德曼先生曾发表
过一篇题为 &对理论的抵抗 '

(

I&6 J6707%;'86 %" I&6",2

)的文
章" 专门探讨文学理论的哲学
基础和任务"他借助文法#修辞
和逻辑这经典三艺 "来论证文
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中对语言
科学的运用 (即一种结构主义
的进路 )可以调和文学作品中
的文法的和逻辑的维度 "只是
这要以抹去文本中的修辞成
分为其代价 "而后者恰好正是
最需要解释的东西! 德曼认为
对理论的抵抗就是对阅读的
抵抗 " 而它本身就是一种理
论" 因为对理论的抵抗正好是
构成理论之存在和可能所需要
的东西! 文学理论的形成开始
于人们对文学文本的研究不再
是一种基于非语言学的" 即历
史的和美学的考量而入手的
研究 " 也就是说文学研究所
要讨论的主题不再是意义和
价值 " 而是生产这些文本以
及其意义和价值被接受的方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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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观点也就是德曼先
生在$重回语文学%一文中所要
表达的中心思想!

耐人寻味的是" 德曼先生
并没有直接从哲学或者理论的
角度来分析当代文学理论对于
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巨大影响
力" 而是选择他亲历的一个特
殊的教学经验来说明他对文学
教学本身所具有的批判性的 "

甚至破坏性的力量的认知! 在
上个世纪

PB

年代" 贝特先生在
哈佛的同事# 据说也是他一生
的对手的鲁本*阿瑟*布劳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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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曾为哈佛的本科生
开设了一门名为 &文学的解
释 ' (

I&+ U'%+,D,+%$%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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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识教学课"当时
英语和比较文学系的很多研究
生都当过这门课的助教! 布劳
尔教授本人是研究莎士比亚和
蒲柏的一流专家" 与法国当代
文学理论相比" 他应该对古典
希腊语#拉丁语文学"或者伦理
学更感兴趣!上这门课时"他秉
承 新 批 评 主 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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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的创始人之一
瑞恰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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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实用批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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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坚信和传播彻
底的实用主义信条! 他要求学
生们在动手对他人的作品进行
评述时" 不要谈论不见于他们
正在研读的这个文本中的任何
东西! 除非可以得到在这个文

本中实际出现的一种特殊的语
言用法的支持" 他们不应该做
出任何陈述(评判)!换句话说"

他的学生们被要求开始时仅将
文本作为文本来仔细地阅读 "

而不要马上将文本转移到人类
经验或者历史的一般性语境当
中! 他们被要求以比平时更谦
虚和低调的态度" 先从这样的
困惑开始" 即通过如此不同寻
常的语气 (态度 )的 #词句的和
形象的转变" 注定会在读者心
中产生足够的关注去记住它
们" 和足够的诚实不再去将他
们所不理解的东西" 隐藏在他
们于文本之外所接受的那些在
文学教学中常常被伪装成人文
知识的想法背后!

德曼认为" 布劳尔教授这
一非常简单的教学原则产生了
令人惊讶的#深远的教学效果!

有些学生大概从来没搞明白为
何要将自己的注意力仅仅限制
在手头的事情上 (文本上)"并
将专注点放在意义被传达的方
式上"而不是意义本身!而其他
一些学生则很快明白过来 "并
从此脱胎换骨! 他们在学期末
提交的作业和他们在学期初所
做的东西已经毫无共同之处 "

他们在共性# 普遍性中失去了
的东西" 在精确性中和在他们
的作业与原作的风格更接近这
一点上得到了足够多的补偿 !

当然" 这并没有使他们的写作
变得更容易" 因为他们不再会
随便地沉迷于任何进入他们脑
袋中的想法" 或者随便地去解
释他们所遇到的任何观念! 在
德曼看来" 文学研究这个职业
内已经充满了学术垃圾" 但布
劳尔教授的学生们从此就不会
去制造这样的垃圾了! 一位好
的读者往往是惜墨如金的 "而
这在目前的文学研究状态中 "

实在是最好不过的一件事情!

布劳尔教授的这门课程 "

完全没有像当代文学理论一样
具有颠覆性和破坏性的意图 "

也没有理论的异议" 概念性的
和专业术语性的设置(工具)的
使用也被保持到了最小化的程
度! 尽管其整个立场不可避免
有它自身的意识形态的和方法
论的设定" 但它们被处理到保
持隐没不显的状态" 以不影响
这个教学的过程! 这门课的成
功表明"在任何理论之前"仅仅
阅读就能够以这样一种方式来
转化批评性的话语" 即对那些
认为文学的教学可以替代神
学#伦理学#心理学或者思想史
教学的人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

细致的阅读是可以完成这种转
化的" 因为它一定会对语言的
结构产生反应" 而这或多或少
就是文学教学被隐藏起来的一
个秘密目的!

对于德曼来说" 参与布劳
尔教授&文学的解释'这门课的

个人经历与过去十到十五年间
文学理论施之于文学教学的影
响相差无几! 尽管后者的动机
或许更具有革命性" 其所用的
专业词汇也更加让人望而生
畏"但在实践中"转向理论即表
现为一种对语文学的回归 "即
在检讨文本所制造的意义之前
先来对语言的结构进行一次检
查! 而这甚至对于最受争议的
法国理论家们原本也是如此
的 " 福 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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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部大作$名
与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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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其标题所显示的那样 "讨
论的是语言和现实之间的互相
指涉关系" 但作者并不是以哲
学推演的形式来讨论这个问题
的" 而是以更加实用的方式来
讨论的" 它出现于社会科学家
和语文学家的方法论的创造之
中!即使是德里达"尽管他的出
发点从外表看来更像是传统的
&哲学的'" 但他也更强调语言
的实证力量" 而不是知识和直
觉的力量! 他以语言学的名义
所作的现象学批判就证明了这
一点!还有"即使是所有作家们
常 常 引 用 的 尼 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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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也更多地把他看作
是作为一位语文学家的尼采 "

而不是一位虚无主义哲学家的
尼采!事实上"尼采在瑞士巴塞
尔大学本来就不是一位哲学 "

而是古典语文学教授" 尽管他
的名著$悲剧的诞生%因出现了
很多语文学方面的错误而受到
了不少同时代语文学家们的诟
病和激烈批评!当然"最不可思
议的是" 德曼自己也不认为他
是一位哲学家" 公然声称自己
也是一位语文学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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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对理论的转向

等同于对语文学

的回归 "是 !偷樑

换柱$吗%

德曼写作$重回语文学%这
篇论争文章时" 他的生命已接
近尾声" 文章发表翌年他就去
世了!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更
何况是鼎鼎大名的德曼先生的
临终遗言呢-但不得不说"德曼
在这篇文章中用贝特同系学术
对手布劳尔的一门文本精读课
程的经验来反击贝特对文学理
论的批评似嫌太过精明了点 "

他把贝特的怒火" 从他原本的
批评对象"即&那位喜欢恶作剧
的巴黎佬德里达'"以及包括德
曼自己在内的那一小撮满嘴外
国理论的耶鲁解构主义者身
上" 转移到了就在他自己身边
的那位清醒# 正牌的文学大教
授布劳尔身上! 而德曼将对理
论的转向等同于对语文学的回
归的说法也多少有点玩世不恭
式的反讽意味" 因为在当时人
看来" 语文学家本来就是理论
的天敌"他们不但不看好理论"

而且也嘲讽解释" 甚至要求学
生们放弃有关盎格鲁

!

萨克森
和古代法语的必修课程! 语文
学与理论水火不容" 德曼说对
理论的转向就是对语文学的回
归多少也有点危言耸听的意
思!当然"这也极有可能不过是
作为前卫理论家的德曼所玩的
一种时尚的转换! 世上新旧时
尚总在不断的轮换之中" 正如
时尚教父卡尔*拉格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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