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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lism



1.俄國形式主義

俄國形式主義感強調的是「方法」，用以建立
文學理論的「科學」基礎。

形式主義文學批評家們不滿意當時俄國文論界
所推行的文藝社會學、文藝心理學等種種模式，
主張把焦點放在文學文本自身，放在其語言和
結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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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柯洛夫斯基1914宣言

舊的藝術已經死亡，而新的藝術尚未誕生。很
多事物也都死亡—我們對世界已失去感覺。……
只有新藝術形式的創造才能重建人對世界的敏
感、復甦事物、消滅悲觀主義。

背景：1917推翻帝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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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形式主義文論指的是1915年到1930年期間
在俄國（蘇聯）出現的一種文學批評潮流，這
股潮流成了西方現代批評理論流派的源頭。形
式主義文論由兩個研究機構構成基礎，分別是：

1. 1915年由雅克慎(雅各布遜)領導的莫斯科語
言小組。

2. 1916年由史柯洛夫斯基領導的詩歌語言研究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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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柯洛夫斯基主張

1. 文學的重心應是【文學性】，而非講究作品表現或
再現了什麼文學的科學化。

2. 文學性建基於語言，文學語言不同於日常語言，文
學作品須經過精巧設計、打斷人們慣性思考模式，
產生【陌生化】的感覺。

3. 以詩為主，最重要的是安排和處理材料的手段，而
非詩的意象(象徵主義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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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慎主張

1. 陌生化只是短期的現象，時間久了，原來陌生的語
文也會成為大家熟悉的對象。

2. 文學作品的重心應是【作品中的主控因素】--決定
作品的結構、形式、文類等。

3. 以小說為例：事序結構(情節)為基礎，進而敘述結
構。即語言材料如何呈現各個故事的片段和整體，
據此我們得以知道小說為何是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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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形式主義為開端的文學理論研究代表了傳統
文學理論向現代文學理論轉變的過程，文學理
論在20世紀向現代發展的過程中呈現兩條線索：

1. 文學理論研究的焦點由作者經作品到讀者，
即創作過程（作者到作品）與欣賞過程（作
品到讀者）組合而成的全部過程；

2. 另一條是由外在研究為重心到以內在研究為
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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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主義引導文學理論向另外一個方向發展。
形式主義文論是一種復雜的思潮，眾多語言
學家和文學批評家參與其中，其中核心的關
鍵詞：文學性、陌生化、隱喻和轉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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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性
1. 形式主義重新界定了文學研究的對象開始，他們認為「文學史如欲

成為一門科學，就必須找到自己的主人」。主人即研究對象。

2. 首先反對傳統的將文學作為作者生活時代的摹仿和再現，或把它當
作是作者個性和內在世界的表現；不能把文學的外部關系，如作者
的生平經歷、思想觀點和社會時尚當作文學研究的對象。

3. 雅各慎為此提出了「文學性」的命題，文學科學的對象不是文學，
而是『文學性』，也就是一部作品能夠成為文學作品的要素。因此
文學研究當然也就要以文學性作為研究的對象。

4. 在此之前的文學研究都是將作者放在首位，認為作品是表現世界的
窗口，但是在形式主義的框架下，作品成了一個獨立的世界，
作品的文學性才是文學研究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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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化

1. 一部作品如何才能具有文學性而成為藝術品呢？史柯洛夫斯基把文學分
成兩大類進行討論--詩和散文：一、作為散文被創造，而被感受為詩；二、
作為詩被創造，而被感受為散文。

2. 賦予某物以詩意的藝術性，是我們感受方式所產生的結果；而我們所指
的有藝術性的作品，狹義而言，是指那些用特殊手法創造出來的作品，
而這些手法的目的就是要使作品盡可能被感受為藝術作品。

3. 既然文學作品分類（如詩和散文）是相對的，詩歌的形象並不能決定作
品是否有藝術性，詩歌形象作為詩歌語言的一種手段，是一種手法，這
種手法在功能上和詩歌語言的其他手法是等同的。

4. 藝術作品不僅僅是形象，形式主義者反對「藝術即形象思維」的觀點，
認為形象思維不能概括藝術的所有種類，甚至不能概括語言藝術的所有
種類。藝術作品的狹義就是指用手法創造出來的作品，在這裡【藝術即
手法】的雛形已現。

12



陌生化1/2
1. 史柯洛夫斯基進一步指出：動作一旦成為習慣性的便變得帶有

機械性了。那種被稱為藝術的存在，正是為了喚回人們對生活
的感受。藝術的目的是使你對事物的感覺如同你所見的那樣，
而不是如你所認知的那樣；藝術的手法是事物的反常化(陌生
化)手法，是形式化的手法。

2. 反常化這個詞也譯為「陌生化」。所謂陌生化，是針對習慣化、
機械化、自動化和無意識化而言的，就是克服對事物感知的自
動化的手法，或者是對日常生活中感知習慣化的一種反作用。

3. 陌生化的目的就是讓人從自動化的束縛中解脫，喚起人對事物
的審美感受，發揮人的詩意感官。陌生化也成了作品藝術性的
最終源泉。

13



陌生化2/2

4. 對於作品而言，要具有藝術性，就要盡力營造一種陌生的
感覺，透過運用陌生化的語言，對各種素材進行選擇加工，
使之成為藝術品，產生文學性。

5. 陌生化是形式主義的核心理念之一，形式主義學派對
文學的最有價值的分析是關於各種手法以及陌生化產生條
件的分析。

6. 陌生化的基本原則就是對日常語言進行選擇、組合、加工、
變形，增加讀者對詩歌理解的難度，以便將注意力引向詩
歌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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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喻和轉喻

1. 雅各慎區分了日常語言和詩歌語言，他認為日常語言是思想交流的
工具，依照慣常的構詞、語法、修辭來組織語言單位；而詩歌語言則
以自身為目的，透過對日常語言使之變形、扭曲，達到特定的美學目
的。

2. 雅各慎以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為基礎，從隱喻和轉喻的角度分析，語
言透過選擇和組合：與選擇相關的是相似性，暗指某種替換的可能，
選擇的過程產生隱喻。與組合相關的是相近性，它暗含某種延伸的可
能，組合過程中產生了轉喻（換喻、轉化、借代）。

3. 隱喻屬於選擇軸，代表了語言的共時模式；轉喻屬於組合軸，代表了
語言的歷時模式。在詩歌語言中，隱喻的使用明顯多於轉喻，詩歌的
常用手法就是將應在選擇軸上出現的詞語組織到橫向的組合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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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喻/轉喻
隱喻：一種以兩物之間的相似性來作間接暗示的比喻的修辭
法。相對於明喻而言。隱喻可使讀者發揮想像力。如徐志摩
〈偶然〉中「我是天空裡的一片雲，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
將自己當作是飄忽不定的雲，藉以比喻人事的偶然與不經意。

轉喻：是指當甲和乙不相類似，但有密切關係時，可以利用
這種關係，以乙的名稱來取代甲。轉喻的重點不是在「相
似」；而是在「聯想」。轉喻又稱換喻、借代或轉化(擬人、擬物、

形象化)。如以裙子或辮子代表少女、帆代替船、布衣代表平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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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隱無題

1. 莊生、蝴蝶、望帝、杜鵑、滄海、月明、珠淚、藍田、日暖、玉煙
等眾多意象迭加在一起，其中莊生和望帝、蝴蝶和杜鵑、滄海和藍
田、月明和日暖、珠淚和玉煙皆應出現在選擇軸上的詞語，在此詩
中被組織在組合軸上，形成一組轉喻。

2. 形式主義認為，詩性功能在於把選擇過程帶入組合過程。雅各慎認
為：相似性附著於毗鄰性，其結果是使象徵性、複雜性和多義性
成為詩的實質。

3. 無題一詩，一切轉喻都具有輕微的隱喻特徵，而一切隱喻也同樣帶
上了轉喻的色彩。這些意象和詞語共同構造了一幅凄美、朦
朧、迷離的畫面，具有強烈的視覺效果。絢麗搖曳，變幻不
定，令人神往，無題一詩的魅力正源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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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試身手
請找出一首你喜歡的歌曲，嘗試
分析歌詞在隱喻和轉喻的文學性。



新批評
New Criticism



新批評理論

1. 對於文學作品本身的關注，注重文本本身，文學作品是針
對文本作客觀的、科學的、無私的批評。

2. 源自於美國批評家蘭森(John Crown Ransom)在1941出版的
《新批評》(The New Criticism)一書。源自於艾略特、理查茲、
燕普遜。

3. 新批評主要在印象主義和歷史知識之外，在文學批評界提
出一個與形式主義接軌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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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批評主張1/2

1. 文學批評的中心是文學作品：屬於文學的內在研究。

2. 文學作品本身就是一個自我完足的個體，具有完整
的獨立性。

3. 重視的文學類型是詩，批評的重點是詩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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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批評主張2/2

4. 語言上強調須避免使用邏輯嚴密和科學的語言，也
反對把生活實用語言入詩。特別重視抒情詩。
1) 抽象情意具象化，達到深刻動人的意象。

2) 含意擴大到文化和習慣的象徵。

3) 藉由自我矛盾的設計產生機智趣味的反語。

4) 使意義更加深化的反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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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批評起源於20世紀20年代，興盛於四五十年代。

起源可能是

1.出現一些關鍵人物，他們參與一個稱為「南方重農派」或「逃逸者」
的團體。這些團體傾向南方傳統、保守的運動，對於當時美國北方那種
工業主義和物質主義採取敵視的態度。這些關鍵人物和阿諾德、艾略特
和後來反現代「無機」文明的利維斯有密切的關係。

2.新批評在二戰與隨後的冷戰時期產生很大的影響，它賦予文學文本特
權，強調通過「非個人化的」分析，使文學文本成為偉大的藝術品。
（文本之所以有特權是因為文本的「秩序」、「和諧」和它能「超越」
歷史和意識形態的限制，它們的內在價值超越物質的歷史）

3.這段時期，美國學生人數大增，新批評由於以「實用批評」為根基，
在教育界顯出了它經濟實惠的價值（短小的文本可以便宜地複印）滿足
大熔爐的需要，也為那些沒有「共同」歷史大眾帶來一條出路。新批評
那種無關歷史與「中立」（neutral)的本質，即只學習書頁上字句的做
法，顯然是與新的美國經驗相適應的一種平等的、民主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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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略特的論文《傳統和個人才能》提出--

1. 作家必須具有「歷史意識」，即對（書寫）傳統的意識，
作家必須置身於此傳統中。

2. 「非個人性」（impersonality)，也就是藝術要接近科學的狀態，
要達到這個過程，藝術家就必須去個性化（depersonalization)。

因此詩人變成了某種非個人客觀經驗的「催化劑」，某種非
個人的「意識」或「個性」的媒介。唯一感興趣的客體--詩歌，
那才是最終構成的「媒介」。

24



*在新批評發展脈絡中所呈現的是艾略特思想中的

1.反浪漫主義趨向（一種新「古典主義」）

2.對「科學」、「客觀性」、「非個人性」、「媒介」等作為
分析焦點的強調

3.強調作品「傳統」的概念（歷史意識），這些詩歌作品成功
之處在於做為「媒介」的組成成分把人類經驗的「本質」保
留下來。（亦即把作品變成媒介，使它成為客觀的對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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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批評的特徵

1.不關注語境，不論這語境是歷史、生平傳記，還是理性的。

2.對「意圖」或「感受」也不感興趣，稱之為「謬誤」。

3.只關注「文本本身」，包括文本的語言和結構。

4.不尋求文本的「意義」，只想清楚文本是怎樣「言說自身」
的（詩歌絕不表示意義/只是存在）

5.要追尋文本的各部分是如何互相聯繫在一起的，如何獲得
「秩序」和「和諧」，如何包容並解決「反諷」、「悖論」、
「張力」、「矛盾」和「多義性」。

6.清楚地說明詩歌本身在形式上的完整/完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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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馬克斯主義
Marxist and Neo-Marxist Criticism



從社會和政治角度看馬克斯主義

https://medium.com/nissenyeh/%E9%A6%AC%E5%85%
8B%E6%80%9D%E4%B8%BB%E7%BE%A9%E6%98%AF%
E4%BB%80%E9%BA%BC-47fa9e830e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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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馬克斯主義文學批評

1. 馬克斯將文學視為一種意識形態，認為它的目的是忠實反
映社會現實—尤其是社會階級的矛盾。

2. 恩格斯進一步強調文學作品中的人物應類型化，讓他們在
特定社會環境中呈現形象，產生個別的價值。

3. 列寧使馬克斯主義文學批評擁有真正的影響力，他將作品
和當時的政治決策結合起來，自此俄國文學批評便與政黨
結合，成為政黨和政治的操作手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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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馬克斯主義文學批評

1. 匈牙利普卡契「批判的寫實主義」--文學不應該只是重製
當代現實社會中的意識形態，而應融入現實之中，在屬於
自己的生產與接受規則裡擁有相當程度的自主性，用典型
的方式來反映當代社會的意識形態。

2. 阿蘇色—文藝可以超越社會和經濟條件。

3. 詹明信—政治是人類天生即具有的集體無意識。

4. 伊格頓—文學作品乃從人類心中的意識形態所生產出來的，
這種生產過程是科學化的，歷史→符號→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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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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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理論
Reception Theory



1. 將文學批評的中心轉到【讀者】身上。

2. 出現於德國，以姚斯為著名理論家。姚斯受到加達瑪的詮
釋學和海德格的現象學影響，指出「形式主義文學批評的
缺點是缺少宏觀的歷史視野」、「馬克斯主義則是過於侷
限在歷史進化論的缺失」。

3. 若自歷史發展角度觀察，作品從被創作出來之後，在不同
時代受到不同方式的接受情形，可以形成一個新的文學接
受史。

4. 不同領域的融合--過去+現在+人類共同認知+提出接受觀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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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反應批評
Reader-Response Criticism



1. 文學批評應以【讀者】為重心，說明讀者如何閱讀和解釋
作品。

2. 德國伊瑟—作品雖然是一個客觀的結構，但任何結構都會
有間隙和留白，這些正是讀者必須用想像力去填補之處。

3. 美國布雷契—文學作品的意義無法在文本中找到，需要讀
者用強烈的情感去回應作品才能產生。重視讀者的情緒反
應。

4. 美國費希—讀者在閱讀作品時，已經累積過去所有的經驗
和學識，故無法有所謂全然主觀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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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主義



主張

結構是一個由許多因素組合而成的系統，
而因素之間是彼此相關聯的。P.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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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1.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任何語言都是一個系統，內
容包括了語音、語意和語法等規則。任何的說話和書
寫，都必須在這個語言系統之內表達，才能產生意義
和功能。

2.李維史陀：人類文化學理論。人類的各種傳統都具
有自身的體系，如神話、禮俗、血緣關係…在這些特
色之間，我們都可以發覺其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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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蘭．巴特

文學研究分成以時間為主的文學史，用語文重建意
義的言論。

文學作品的表達媒介—語文是一種符號，它與它所
指涉的事物之間，它們關係並不嚴密，因此需要藉
著聯想去捕捉。

文本—解碼(讀者)—訊息：符號學者。

文學是為人活用的系統，重視讀者的地位，進而成
為後結構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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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種文學語碼【讀者—作品】

1. 動作-讀者要在一連串的事件中找出意義。

2. 疑問-提出必須要回答的疑問(伏筆)。

3. 文化-文本中傳統文化有關的知識和價值系統。

4. 內涵-文本中人物特色所發展的主題。

5. 象徵-作品的象徵意義(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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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雅明 早餐室

常見的民間習俗告誡不要在早晨空腹時說夢。在這種
狀態下，被喚醒的人實際上還停留在夢的魔力之中。
而洗滌，只是喚醒身體表面及其可見的運動機能，在
更深的層次，即使是晨間沐浴時，即使是在醒來第一
個小時的孤獨裡，夢的灰色暮影仍然持續存在。迴避
與白日接觸的人——無論是出於對人的恐懼，或是為
了內心的平靜——都不想吃早餐、鄙視早餐。透過這
種方式，他避免了黑夜世界與白日世界之間的斷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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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主義

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和二十世紀上半葉，因為各學科的
專門化十分嚴重，語言哲學家們堅持認為，我們的語
言與外部世界之間不可能有任何對應關係。存在主義
者則談論孤獨的人（個人），以及這些人如何與物體、
甚至他人，格格不入的荒誕境地。

結構主義可被看作對「現代主義」的異化和絕望的反
動。它是在事物之間的關係中，而不是在單個事物內
尋找實在的一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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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維史陀：

*無論是原始的還是文明的思維法則，都與表現在物理
現實（表層結構）和社會現實之中，這些僅是它們的
一個方面，需深入語義，探索深層結構。如＜親屬關
係的基礎結構＞

*一個神話的構成單位並非孤立的關係，這些關係被組
合，才能產生意義。他把人類學看成「研究關係的理
論」，他認為，人的所有思維過程都受制於普遍法則，
這些法則最清楚地體現在人類的符號功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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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主義通過與作品拉開距離並對之進行客觀
的功能分析。它試圖建立一個關於文學系統自
身的模式，以此作為它考察作品的外部參照。
不僅在單部作品中，而且在整個文學領域作品
的關係中發揮作用的結構原則，為文學研究建
立科學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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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主義的核心就是系統概念：一個通過改變自己的
特點，同時保持系統結構來適應新條件的完整的、自
我調節的實體。

所有的文學單位，從單個句子到整個語序，都可被看
作與系統概念有關。我們可把單部作品、文學種類，
乃至整個文學都看成相互關聯的系統，並且可以把文
學看成人類文化這個更大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我們
可以研究這些系統單位之間的任何聯繫，這種研究在
某種意義上就是結構主義性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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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學及現象學
批評
Phenomenology and Criticism



現象學一詞的運用並非始自胡塞爾（Edmund Husserl，
1859~1938），但現象學的充分體現以及作為一個哲學
派別領域，則是從胡塞爾《邏輯研究》的發表而開啟。

胡塞爾認為意識（Consciousness）是個統一的意向活
動，意向意謂著指向某個對象，所以意識總是關於某
對象的意識，這是意識的意識作用，而意識作用必有
意識對象才能成立。

二者的相互關係稱之為「意向性」（Inten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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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波蘭理論家羅曼‧英格登運用現象學觀點，分析讀
者對文學作品的理解過程與反應方式。

認為文學作品源自於作者意識意向，作者的意識活動被載錄
在文本之中，於是讀者得以在他自己的意識裡再經驗。

文本一方面包含許多深富潛能的要素，另一方面卻也存有多
處「不確定性」，一個「主動參與的閱讀」能回應閱讀歷程
中讀到的「文本潛能」與「不確定」，此即將文學作品「具
體化」（concretize）。

閱讀可說是與作者載錄在文本裡的意識經歷共同進行創作，
而審美客體才能在讀者的意識中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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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作品是個虛構的世界，作者的意識乃是「作者自我」與
其「生活世界」的一種關係網絡，透過想像、選擇或轉化其
「生活世界」中的經驗要素，從中創造出一個虛構的世界，
此即文學作品。

作品不是作者實際生活經歷的再現，更不是傳記歷史的資料，
而是作者的一種「經驗樣態」，它蘊藏於反覆出現的主題、
意象或結構等等的作品內在要素之中，透過個別經驗樣態的
現象學描述，在作者個別作品和全部作品中來回循環，即能
揭露作者系統的經驗樣態，從而揭示作者獨特的意識模式。

49



舉例

現象學理論與莊子藝術精神，如莊子的齊物論、心齋、坐忘
等。

讀者若能除掉對作者原來即有的偏見，便可以純粹接受文本，
並從中真正了解作者的意識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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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學
Hermeneutics



1. 詮釋學原本是指解釋聖經的方法。19世紀初，經過德國哲
學家史萊馬赫擴大使用成對所有文本的解釋。19世紀末，
狄爾泰則將它拿來做為專對人文社會類作品的解釋基礎。

2. 詮釋的循環—詮釋可以反向進行，解釋者必須不斷在作品的
全部和部分之間移動，才能深入了解作品。

3. 作品有確定意涵—作品的意涵是隨著閱讀次數的增加，而不
斷改變其假設的態度，直到確定作品的真正意涵為止。(賀
許)

4. 在解釋者和作品兩者不斷的對話下，解釋者也一次又一次改
變自己的理解和解釋，這些解釋就是作品的意涵。(加達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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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研究跨領域
1. 現代主義

2. 文學社會學

3. 女性主義

4. 後殖民批評

5. 心理分析論/原型批評/神話批評

6. 後現代主義

7. 新歷史主義



現代主義

1890-1945之間流行，1920-1940為高峰期。

背景：使用機械改變人類生產方式，社會原有結構解體，價
值崩毀。一戰後政經混亂。

現代主義思潮下的文學批評特徵：

1.因為要探討人是什麼？故大量挖掘人的內心世界。

2.因為要拋棄傳統，所以作品的語言、結構、形式以新奇為主。

3.對於未受作家青睞的題材，如腐敗、病態、頹廢、顛覆等，
成為作家的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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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社會學
由斯達勒夫人於1800出版《從文學與社會制度的關係論文學》開
始。主張運用社會學方法來研究、探討文學現象的觀念和流派。
特色：

1.強調外在環境對文學的影響。

2.社會背景和政治制度最為重要。

3.不同時代必會形成不同的文學。

4.實證式研究，運用統計調查文學在社會實用狀況和實際情形。
(艾斯葛比)

5.文學作品是作家的世界觀表達，可以視為作家的精神結構。這
種關係是一個辯證結構，不斷統合新的結果。(高德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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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義

女性主義實屬一種文化現象，從賽門波娃、米雷特、蕭瓦特，
從性別議題到身體、語言、心理、文化不同的研究方面。

1.性別研究：男女之間的異同為研究焦點。

2.社會主義的女性主義：女性是社會發展的一個階級，與當時
文化密切相關。

3.心理分析的女性主義：以母親為中心的領域，女性作家的語
言是一種屬於潛意識自然展現的符號。

4.少數族群的女性主義：以黑人和女同性戀者為主，抗議被邊
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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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殖民批評

1970年代出現，以薩伊德1978年出版《東方主義》後才真正
發揮影響力，也可稱為第三世界批評。

後殖民批評主要內容應是文化，但與政治無法脫鉤。在尚未
扭轉歐洲文化中心論之時，容易把第三世界國家視為邊緣或
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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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分析論/原型批評/神話批評

心理分析理論也稱為精神分析理論，代表人物是佛洛伊德。
文藝創作者藉著創作把內在慾望發洩出來，可以滿足他心中
的願望；欣賞者(讀者)經由欣賞和閱讀，讓自己內心壓抑得到
抒發，也滿足了自己的願望。

精神分析理論促使意識流小說、超現實小說等創作出現。

佛氏弟子榮格提出的【集體潛意識】(1917)，影響文學批評中
的原型評論和神話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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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型是【原始基本型態】，認為許多類型的文學作
品，甚至於傳統、夢、傳統習俗儀典之中，都有一
些普遍相同的敘述結構和意象。原型理論有：
1.通過遺傳而獲得的。

2.原型和經驗之間的關係是一個反饋系統。

3.原型具有兩極性，如父親原型包括支持、幫助、強壯、
令人崇敬的，但也有暴虐、軟弱、閹割的一面。

• 主要的原型有：人格面具/陰影/智慧老人/阿尼瑪(男
性心中的女性特質)/阿尼姆斯(女性心中的男性氣質)

• 代表著作：1949坎伯《千面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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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萊《批評的剖析》1957

一天 一年 英雄本身 大地 次要人物 相應文類

黎明 春天 出生 萬物復甦、創
世戰勝黑暗、
嚴冬

父親、母親 傳奇故事、
讚美詩、狂
想詩

中午 夏天 勝利成神、婚
姻進入天堂

伴侶、新娘 喜劇、牧歌、
浪漫故事

黃昏 秋天 失敗或死亡、
孤獨處境

奸細、海妖 悲劇、輓歌

黑夜 冬天 毀滅 洪水、回到混
沌

食人魔、女
巫

諷刺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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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現代主義

二次世界大戰後，文學發展的型態：

1.拋棄形式：作品無情節、無時空背景、人物不具性格、作品
不具主題。

2.含意不明：作品常出現象徵、隱喻、暗示等技巧，讓人有細
節逼真但含意模糊的情況。

3.放棄傳統：如歷史的推演是許多偶然串聯而成的、晚期資本
主義的文化現象、挑戰顛覆懷舊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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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式文學批評

文化研究始於1980年代。主要有文化物質主義及多元文化主
義兩派。共同特色有：

1.跨越不同學門，不只是文學批評或歷史。

2.否認文化間有高低層次或貴族與大眾的區別。

3.分析文化作品，也注意到其過程和方法。

4.常常包含政治的意蘊。

62



新歷史主義
1982年格林布雷特所提出，新歷史主義的主張：

1.人是社會和歷史的產物，而非改變歷史的絕對力量。

2.人因為主體化，而讓自己融入文化符號系統和社會網路之內。

3.歷史家也是主體化的產物，同樣受到過去歷史的影響。

4.歷史是一個文本，含有歷史家的想像和解釋，是可懷疑和辯
論的。

5.所謂【客觀的歷史】根本不可能存在，所有的事件都是文本，
跟文學裡的詩、小說和戲劇一樣，都是可以解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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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歷史主義與文學的關係：

1.重點在歷史的文本，因其均含有主觀的成分。

2.特別注意文學的歷史背景因為具有主觀成分，故並
非完全可靠。

3.歷史是一種對時代的描述，重點多置於權力結構、
主流思想掌握者、如何主導時代、歷史家的批判觀點
等課題，與文學作品有相近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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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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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的隱喻
蘇珊桑塔格

自己的房間
吳爾芙

單行道

班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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