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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偕行”的希利斯·米勒
———评张旭《多维视野下的希利斯·米勒文论研究》

陈书平 杜志卿

作者简介: 陈书平，哲学博士，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西
方文论。电子邮箱: jasminechen0926@ 163．com ; 杜志卿，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

授、华侨大学中外文学与翻译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 现当代英语小说。电子邮

箱: duzhiqing@ hqu．edu．cn。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尼日利亚英语

小说的互文性研究”( 编号: 20YJA752019) 的阶段性成果。

一

希利斯·米勒( J． Hillis Miller，1928－2021) 是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界的杰出

人物，在中国学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2021 年 2 月，米勒因感染新冠肺炎不幸离世，噩

耗传来，多位中国学者如王逢振、郭英剑立即撰文悼念这位伟大的学者。国内学界常

把米勒的名字与解构主义批评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他是 20 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发展

的见证者，其批评生涯始于新批评和意识批评阐释学，后转向解构主义批评和文学言

语批评及后现代伦理批评。有学者称他是“20 世纪文学批评的活化石”( 周敏 2019:

vii) 实不为过。中国学界与米勒的接触始于 1980 年代。1986 年 8 月，王逢振到美国加

州大学尔湾分校访学时结识了这位批评大师，随后王先生撰文“‘耶鲁四人帮’之一: 希

利斯·米勒”( 80－84+94) ，向国内学术界引介米勒和解构主义批评。1988 年米勒首次

访问中国。此后，他与中国学界的交流与互动一直没有间断过。据郭艳娟为《萌在他

乡: 米勒中国演讲集》整理的附录( 米勒 2016: 338－343) ，米勒从 1988 年到 2012 年间

到访中国多达 18 次，应邀在国内多所高校做学术报告，一度在中国掀起一股米勒译介

和研究热潮。米勒的学术成就并非一蹴而就，他的思想体系也绝非一成不变。张旭所

著的《多维视野下的希利斯·米勒文论研究》( 以下简称《多维视野》) 是对米勒在欧美

学界耕耘一甲子的文学批评思想的整体性把握。此作在米勒离世前出版发行，其纪念

意义非同寻常。

二

《多维视野》共 7 章，第一章“绪论”勾勒米勒学术生涯的起承转合，梳理其重要著

作和相关成果，并对欧美和汉语学界关于米勒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研究现状进行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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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整理和简析，意在为主体框架所建构的“两个批评”和“四种观念”抛砖引玉。
第二章“米勒早期小说批评中的意识批评途径”论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米勒对

以乔治·普莱( Georges Poulet) 为代表的日内瓦学派所主张的“意识批评”的继承、运
用和反思。意识批评倾向于“将批评视为一种主体间性行为”，同时认为阅读主体与创

作主体之间实则是“一种包容或同构关系”( 张旭 29) 。张旭指出，米勒创新性地结合

新批评的细读策略与意识批评的“同构”理论来诠释文学作品，并相继完成了《狄更斯

的世界》( 1958) 等多部著作。然而，米勒不久便意识到意识批评的局限性，如脱离历史

语境，隔绝主客体，过分强调作家的自明性等( 48) ，因此逐渐摒弃意识批评的理念，转

投解构批评的阵营( 50) 。简言之，本章演绎了米勒学术批评生涯转换跑道的具体历

程，即米勒如何以“意识批评”为媒介，逐步从专注文本内在结构的新批评过渡到强调

语言“颠覆性”的解构批评。
第三章“米勒与文学言语行动批评”先对 20 世纪 70 年代盛行的“言语行为理论”

追根溯源，再详述米勒如何将英国哲学家约翰·奥斯汀( John Austin) 、美国哲学家约

翰·塞尔( John Searle) 、波尔·格赖斯( Paul Grice) 主张的“以言行事”的观念延伸到

文学批评领域。张旭对此作了中肯的评价: “言语行为理论最有价值和最为革命的贡

献是发现和提出了语言在日常使用中具有一种重要的施为功能［……］”( 55) 。米勒

反对奥斯汀将文学作品视为“不严肃的”言语行为，他指出，“奥斯汀的分析仅仅是停留

在语法层和逻辑层，还没有明显地触及比喻层和修辞层”( 转引自张旭 68) 。米勒宣称

文学语言有别于日常用语的独到之处在于词句的隐喻性，因此独创性地将解构策略

( “修辞性阅读”) 和言语行为理论相融通用于文学文本的分析，并据此批评路径撰写

了《皮格马利翁诸貌》( 1990) 、《文学中的言语行为》( 2001) 和《文学即行为》( 2005) 等

专著。毋庸置疑，米勒将语言学的言语行为理论引入文学研究领域，其文学批评新理

念不但拓宽了言语行为理论的应用范畴，而且丰富了西方既有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现

了一种跨学科的思维。
第四章“全球化时代米勒的比较文学观”系统梳理了米勒对比较文学学科建制、文

化研究和全球化等现当代热点议题的洞见。米勒认为比较文学真正的危机不在于理

论和方法机制的不健全，而是源于语言的复杂性和翻译的“不可能性”。比较文学和世

界文学除了面临语言的藩篱和翻译的挑战，其研究本身也无法摆脱一定的局限性如

“欧洲中心主义”( 87) 。张旭在本章结尾引介米勒在“通讯时代的‘世界文学’”中为身

处困境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提出的 10 条建设性的研究方案，涵盖阅读、教学和文学

批评 3 大模块( 88－89) ，其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不容小觑，同时也折射出米勒研究旨趣

的持续拓展和演进。
第五章“米勒的文学伦理观”用独到的视角评述米勒文学批评旅程的 3 种伦理意

识，即阅读伦理、叙事伦理和地志伦理。文学伦理批评由来已久，然而随着形式主义、

结构主义和新批评的盛行，文学批评呈现阶段性的“向内转”的趋势，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西方文论界再次实现“伦理转向”。此章考绎了米勒文学伦理观的嬗变，从早期关

注叙事伦理，中期涉猎地志伦理，到后期宣扬阅读伦理，而米勒一以贯之的使命是为解

构批评的道德伦理观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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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米勒的解构主义翻译观”，张旭就米勒如何将解构理论的“跨越性”和“边

界”概念引入翻译进行了精妙的论述。米勒的解构翻译观认为“理论是可译的，同时也

是不可译的”( 145) 。米勒解释文论的“可译性”源于理论的抽象性和普适性，而文论

的“不可译性”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由于西方理论概念的历史复杂性，即每个文学

理论在其原语语境中都有一段形成史、发展史和演变史，无法在译入语语境当中复刻

还原; 其二，对西方抽象理论的理解往往离不开具象的事例，单独译介文论的抽象概念

而不引进其共生的具体例证，势必造成阅读和理解的困难，是为“不可译”。然而，翻译

的有限性或不可能性并未使米勒等解构批评家贬低译文的地位和作用。相反，解构翻

译观认为译作和原作之间存在一种良性的竞争和相互依存的关联，因而翻译的结果往

往会产生“双重文本”( 147) 。
收官章节“全球化与数字化时代米勒的文学观”以米勒在世纪之交提出的“文学终

结论”反思文学思想史上经久不衰的叩问———“何为文学?”( 157) 。米勒的“文学终结

论”在欧美以及中国引发多场学术论战。2002 年米勒出版《论文学》对“文学”的概念

和“迷思”进行系统的阐述和解惑。米勒承认文学总体的永恒性，但他认为西方现代文

学概念生发于 17 世纪末的启蒙思潮，与之相伴的是民族国家的诞生、通俗语言革命和

印刷资本主义的兴起，和以书籍、报纸和期刊等印刷制品为主要载体的民族文学的发

展( 159) 。全球化时代的电信技术和媒体革命改变了传统纸质印刷品作为文学的垄断

载体，从而“加速了现代意义的文学死亡”( 160) 。米勒并非抵制全球化浪潮，相反，他

宣称语言内在的复杂性和自我颠覆性使得文学的阅读、阐释和批评仍然不可或缺。此

外，米勒坚信修辞性阅读对于混合媒体作品依然奏效，然而如何为之则是一个需要继

续深入垦拓的课题。

三

张旭的《多维视野》循序渐进地演绎了米勒不断演化的学术生涯、与时俱进的研究

精神，以及孜孜不倦的创作实践。现就该著作的形式、内容、研究方法及其对学科建设

的潜在影响分述如下:

第一，从形式上看，《多维视野》整体结构紧凑，篇章布局合理。首先，该书以王宁

和单德兴所撰的 2 篇“沉甸甸”的“序言”开宗明义。其次，全书主体 7 大章虽各有倚

重，但环环相扣。“绪论”阐明主旨，厘定框架，其余 6 章分别由理论源流、米勒的思想

和实践与作者的阅后反思构成，结构齐整统一; 再者，《多维视野》充分重视注释和后记

等类文本的作用，从而实现对主体框架的补充、强化，和对主要内容的延伸和拓展。作

者在“后记”中解释写作的缘由和心路历程，同时回应 2 篇序言，首尾遥相呼应。
第二，从内容上看，《多维视野》主题多元，选材独到。该书遵循“选文以定篇，敷理

以举统”的思路，统筹米勒文论思想中的“两个批评”和“四种观念”，呼应了单德兴对

米勒的概括:“米乐［米勒］的文学理论之旅由语言［新批评］，而到意识［意识批评］，回

到语言［解构批评］，再转向言语行动和伦理”( 1995: xiv) 。并不断拓展深发，既关注米

勒的理论沿革和批评路径的变迁，也突出米勒针砭时弊的文学批评立场。此外，《多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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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重视每个章节的选材与本章主题的契合度。譬如，第五章谈及米勒的文学伦理

观时，张旭分别选取米勒在 20 世纪 90 年代撰写的《皮格马利翁诸貌》( 1990) 论证其早

期的“叙事伦理观”; 基于米勒在“新的开始”( 1993) 和“地志学”( 1995) 中对史蒂文斯

( Wallace Stevens) 知名的伦理－地志诗《基韦斯的秩序理念》的精读和剖析来阐述米勒

的“地志伦理观”; 晚年的米勒在《共同体的焚毁》( 2011) 和《小说中的共同体》( 2014)

中从政治视域，尤其是二战时期的犹太大屠杀，重审文学、语言与伦理的关系，意在重

申解构批评“言说无法言说之物”的伦理使命和关怀( 张旭 112－124，133) 。
第三，从研究策略看，《多维视野》采用系统的研究方法和多维的诠释角度。该书

作为米勒文论思想体系的研究专著，采取的并非是单纯的断代分期法或者主题分类

法，而是在互文性方法论的指导下践行“两种结合”———历时的纵向梳理与共时的横向

比较相结合，理论体系评价与个案作品研读相结合( 13－14) 。互文性是米勒作为文学

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一直信奉和践行的原则。张旭在对米勒文论进行总体性探究时，

既关切米勒思想的线性发展脉络，又不断将之与同时期的其他文论思潮进行联系和比

对，在纵横交织的逻辑网络中践行互文性的宗旨。简言之，《多维视野》以系统性的研

究策略和多维度的阐释视角，展示米勒文学批评方法的转换和文学思想观念的嬗变这

两条主线，并以米勒的“文学终结”命题为落脚点，贯彻“始于问题，终于更高的问题”
( 154) 这一哲学思辨。除此之外，《多维视野》的每一章均含有一节阅后反思，甚至再

反思，集中体现该书作者对于米勒文论甚至西方现代文论思潮和热点议题的理性思考

和独立见解。《多维视野》对于如何权衡借鉴旧知识与融入新知识，以及如何避免“过

度诠释”与“欠额诠释”提供了良好示范。
第四，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多维视野》对于比较文学和文学跨学科研究均具有

启发和借鉴意义。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末日论”的声浪中诞生，其发展不断

遭遇“疆界模糊”“研究对象和范围不明”以及“研究方法不确定”等质疑( 王宁 2) 。米

勒把解构翻译观延伸到对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生存现状的思考，认为这两个领域或学

科在当代至少面临 3 重挑战，即翻译的挑战、表述的挑战和“文学”定义的挑战( 米勒

2010: 8) 。但他认为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势必在荆棘丛生的全球化浪潮中“走向繁

荣”( 10) 。《多维视野》通过对米勒的“比较文学观”和“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再阐释，为

中国比较文学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关键议题，如“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冲突”“比较文

学与翻译研究的交缠”等提供了新思路。值得关切的是，米勒的学术训练始于正统文

学批评，跑道几经转换，最终实现批评与理论的互洽、文学与文化的共融。米勒以身作

则，为比较文学、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以及文学跨界研究提供鲜活的模版和行之有

效的范式。《多维视野》践行米勒的文学理念和治学实践，对于文学、翻译、语言学、伦
理学甚至地质学均有涉猎，其研究内容具有知识融合和学科交叉的特质。

总之，《多维视野》采用综合研究的策略、多维的视角和凝练的文字谱写了一部宏

大的“传记式”米勒文论研究专著。究其严谨的布局、多元的主题、系统的研究策略及

其对学科建设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不论对初次涉猎米勒文学批评思想的新手还是对米

勒研究专家而言，都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参考书。张旭在“后记”中谈到，米勒从事文学

批评和研究已 60 余载，而这部对于米勒文论“反思之反思”的专著前后耗时近 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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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于 2020 年初出版。“与时偕行”的米勒呼唤同样与时俱进的研究节奏，《多维视

野》的问世便是对这种呼唤的最佳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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