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力均衡相 对 要 容 易 得 多，理 论 上 只 要 调 整 财 政

资源配置总 量 就 可 以 达 到。由 此 可 见，要 提 高

财政资源 在 国 防 与 经 济 建 设 领 域 的 协 调 配 置 程

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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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选萃

“世界文学”所折射出的人类共性探析

———以 《朗读者》的经典重读为例

陈婷婷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陈婷婷 撰 文 说：对 于 中 国 读 者 而 言，《朗 读 者》没 有 所 谓 调 侃 和 诙 谐，
有的是严肃的思辨、庄重的叙事甚至古典的氛围，却能 “让人 一 夜 读 完”。以 贯 穿 小 说 的 米 夏·伯 格 为 汉 娜 “朗 读”
的书目为例，就出现了 “《奥德赛》之西塞禄反击卡提林纳的演讲”、《爱米丽亚·迦洛蒂》、《阴谋与爱情》、《战争与

和平》等名著的标题，这种庄重的文风让当今中 国 读 者 有 种 既 熟 悉 又 陌 生 的 感 觉；而 其 中 反 映 出 的 普 世 人 类 共 性 最

本质的声音，在民族文学一味追求所谓思想深刻的当下，是 值 得 作 一 番 思 考 的。笔 者 以 小 说 《朗 读 者》为 个 案 探 寻

文学经典何以具备 “世界文学”品质的一些 特 点，始 终 也 是 站 在 一 个 异 域 读 者 的 视 角。这 种 异 域 视 角 的 思 考 也 如 同

博尔赫斯在解读 《红楼梦》的时候，把它归纳为 幻 想 小 说，从 而 提 供 了 一 种 对 于 中 国 本 土 文 化 而 言 完 全 “陌 生 化”
的解读一样。巴赫金的文学理解的 “外位性习惯”，认为 “在文化领域中，外位性是理解的最强大的推动力。别人的

文化只有在他人文化的眼中才能较为深刻地揭 示 自 已 （但 也 不 是 全 部，因 为 还 会 有 另 外 的 他 者 文 化 的 到 来，他 们 会

见得更多，理解更多）……就会显现出自已的深层底蕴，因为不同涵义之间仿佛开始了对话。”对于西方文学经典的

再读，除了以期从西方具有世界性成功的文学作 品 里 探 寻 一 些 规 律 性 的 东 西；另 一 方 面 理 解 的 目 的 是 达 到 一 种 新 的

理解。正是由于这些 “再读”或者说 “误读”，在读者对异质文化的认识过程 中，伴 随 其 理 解 的 深 入 导 致 “误 读”的

空间拓宽，从而从一定程度又再次扩大了文学经典的 “世界性”。使其获得了广泛的主动认同和接受，并能经得起时

间的检验。
（马光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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