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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文学》旨在适应新世纪人文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积极吸纳一切新鲜成分
，促进文学研究的新新不已。在学术上，《新文学》追求独立的精神、高雅的品格、广
大的怀抱、坚实的成果。《新文学》兴趣广泛：包括古今中外的文学研究，文学之间的
联系与比较的研究；关于文学的思想、理论、方法与批评；有关研究的介绍、翻译与评
论，以及文学研究的研究、文学研究者的研究等等。 

相关推荐： 

《新文学.**辑》 

《新文学.第二辑》 

《新文学.第三辑》 

《新文学.第四辑》 

《新文学.第五辑》 

《新文学.第六辑》 

《新文学.第八辑》 

 

内容简介

 《新文学第7辑》分为“竹内好小辑”、“德里达与《论文字学》”、“鲁迅与左翼
”、“禅释空间”、“专题”五个大的篇章，每个篇章里面都选择了一些著名学者的优
秀文章，严谨而不枯燥，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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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国镜像：限度与启示  

 在竹内好时代的日本学术界，语言常常被理解为一种客体，随着这种语言的实体化过
程的发展，甚至负载于语言之上的意义也被实物化了。（详见孙歌：《竹内好的悖论》
）对于这洋一些宴体化的语言和意义，很难采取一种对话的态度去面对。它们变成了不
可冒犯的、难以撼动的东西，成为人们被游说从而必须坚持的东西。这样的话语生成物
其实已经摆脱了真实的思想内容而意识形态化、凝固化了，从而越是熟练操演运用这种
语言的研究者，也就越容易陷入到“私语”乃至“失语”的危险境地。本来有其内在生
命力的语言，在他们的笔下，也许就会变成我们通常所说的”套话”或者“黑话”之类
的东西。显然，用这一系列的“套话”很难对现实进行深入的和实际的理解与认知。因
为在对任何对话语及其语境的辩难分析中，都需要一种“行动”的态度：不仅仅是同他
者之间，甚至同话语本身之间，也需要采取一种紧张的对话态度，以便在众声喧哗中寻
找出虽然不确定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和具体历史语境里更为接近“真实”的价值和意义。
只有这样的知性活动才能够被称为“批判”。 

  在西方，与竹内好同时代的阿多诺激动地谴责了诗歌：“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
的。这种状况甚至影响到了对今天为什么不能写诗的理由的认识。”诗歌受到了良心的
起诉，，阿多诺忧郁地指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任何漂亮的空话，甚至神学的
空话都失去了权力，除非它经历一场变化。““奥斯维辛之后的一切文化．包括对它的
迫切批判都是垃圾。”“甚至沉默不语也不能使我们走出这个怪圈。”意味深长的是，
阿多诺是在一个清晰的边界意识下表述这一愤怒而忧郁的情绪的。他一方面强调纳粹在
奥斯维辛集中营对于欧洲人道主义知识传统的“冒犯”从而迫使诗歌、神学都“失去了
权力”，另一方面他的话语里也隐舍一个直指“文学与政治”的复杂纠葛关系的纬度。
而在东方，或者更明确地说，在东亚这一地理学想象的范畴之内，竹内好，经由鲁迅，
将历史和现实视为
一种危机结构，并且英勇地投入到这种危机之巾，在日本思想界建立了一个思想和文学
的和实际的社会变动息息相关的双重实践层面。 

  在我的阅读体验里，竹内好的语言方式，是陈述的，而非论辩的，属于“絮语”的那
种。其内在具有一种巴赫金所说的“杂语性”：不在自己的作品里清除他人的意向，不
窒息潜存于杂语里他人的语气．他保持它们，甚至强化这些因素的影响。文体艰涩而又
不清楚，——是一种个人式的、散漫的却义包涵内在紧张感和分寸感的文体，有着日本



人特有的模棱两可：暖昧、飘忽、犹疑、模糊。但正因为其暖昧，反而把握到作为话语
表达对象的“鲁迅”的内在精神特质，唯其混沌和暖昧不清的写作，才使得他让处在当
下这个同样“虚脱”①（竹内用这个词指带当时战争时期的日本知识界的精神状况）且
暖昧不明的时代里的人们引起共鸣，一起深味鲁迅的复杂性和遭逄乱世的委屈寂寞之感
。从某种意义上说，竹内好建立了研究鲁迅的一种范式。而我们现当代文学恰恰正处在
失去范式之后的困境或者毋宁说，自由与可能性之中。所以引入竹内好的意义，部分在
于这一行为本身为“主体弥散”（孙歌语）的现当代文学界提供一个反思和重建主体性
的可能性。 

 对于竹内来说，无论是从《鲁迅》抑或是战后关于鲁迅的论述以及以鲁迅为原点的思
想活动来看，鲁迅更多地具有竹内将自己的情感、意志、理念和思想主张对象化为参照
物的功能，正如他在文中提到的：“对我来说，鲁迅是一个强烈的生活者．是一个彻底
到骨髓的文学者。鲁迅文学的严峻打动了我。尤其是最近，当我反省自己，环顾四周，
多能发现以前所未见的一面，并为此怦然心动。”这就使得他的鲁迅论更加重视鲁迅的
心理活动和情绪反应，而不特别追求表现鲁迅外在的“战斗业绩”。何况鲁迅内面的“
思想”实践在竹内好的眼里本身就是“行动”。也就是文中所说的鲁迅”横刀立马，直
面政治”而又“乔木无动于狂风”②的意思。从而也导致他的鲁迅研究其实缺少一种宏
观视角，无法保持一种宽阔的时空视野，这大概是他的鲁迅研究最为人诟病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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