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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通过对“公共领域”、“文学公共领域”两个概念在译介过程中意义的偏差进行修
正，基于对英国文学公共领域的国别考察，梳理了英国文学公共领域的发展历史。旨在
挖掘英国文学家的主观能动性作用，将英国文学家对英国文学公共领域的建构作用放置
于英国特定的历史与文化时期中加以研究。同时，在对英国文学公共领域进行历史性的
纵向研究同时本书补充了多声部的“亚文学公共领域”对英国文学公共领域建构的巨大
作用，从而更加全面地考量了英国文学公共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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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马维尔《两匹马的对话》与英闰义学公共领域的‘公共舆论’功能的形成
”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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