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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摇 误读作为一种文学接受现象对文化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影响。 误读可能促进文本阅读的创新、文本创作的丰

富以及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可能破坏对原文本的审美内涵和价值的理解,阻滞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因此,要树立正确的误

读观,以促进世界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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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误读作为一种文学接受现象是无处不在的,无
论是对文本的解释还是对历史事件的解释,处处会

留有误读的痕迹。 误读虽有“误冶字的名头,但不能

说所有的误读都是消极的,应该避免和批判。 误读

指的是接受者运用了不同的社会文化阐释体系对文

本进行不符合文本实际的解读,主张将误读放在一

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价值判断,分析误读的积

极性与消极性双重影响。

二

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的疆界不断被打破,东西

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

之间的对立统一被卷入到不同文化范式的碰撞之

中,使得跨文化的交流面临着更加深刻而又复杂的

对话。 从这个意义上讲,误读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

的撞击,对世界文化由封闭走向沟通与对话起到了

积极作用。
其一,误读能够促进文本接受意义的创新。 布

鲁姆指出:“误读是一种创造性的校正,实际上必然

是一种误译。 一部成果斐然的 ‘诗的影响爷 的历

史———亦即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诗歌的主要传

统———乃是一部焦虑和自我拯救之漫画的历史,是
歪曲和误解的历史,是反常和随心所欲的修正的历

史,而没有所有这一切,现代诗歌本身是根本不可能

生存的。冶 [1]他强调了诗歌就是后辈诗人对前人及

其作品误读的结果,把“误读冶与创新联系在一起,
认为误读是“创造性的校正冶,这种修正是文学意义

产生的基本方式,修正者力图重新发现,作出不同的

理解与评价,从而使文本意义有了新意。 误读对文

本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误读可以为文本解读提供新的视角。

误读者如果打破文本创作时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以

及作者的意图,或者摆脱固有的阐释框架,从新的文

化历史体系出发,在某个层面和角度上去偏离前人,
重新解读文本,就为文本提供了新意。 就某一文化

体系而言,它本身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不可能凝

固僵化。 今天读者的文化观念与文学观念,已经和

古人大不相同,这除了社会发展以外,无疑与不断吸

收异质文化、异质文学的误读有着密切的联系,近代

的“西学东渐冶使古老的华夏文明发生了巨大的变

革,使国人能够从新的立场、新的视角来审视自身的

文化与文学,台湾学者刘绍铭在列举了英美非汉学

家在解读《中国传统短篇小说选集》时发现中国小

说里的男主角对女人缺乏高贵的情操和品质,当危

机还没开始的时候,他们已经发足狂奔,这种解释从

另一角度启发了中国学者对中国传统短篇小说中复

杂的文化现象的思考。 这种误读可以看成是对传统

批评的拓展。 美国人把三仙姑误读为一个心态年

轻、热爱生活、充满生命力的女人。 一部作品在本民



族文化中基本形成共识,但从另一文化视角来解读

往往形成具有“陌生化冶效果的新解释。 如果排斥

误读,只用单一的理论模式和阐释体系去解读文本,
无疑我们会成为井底之蛙,因为局限于一定的社会

文化体系就无法把握和理解文本的多重意义,更不

能促进文学和文化的发展。
另一方面,误读能使文本意义增值创新,呈现出

生生不息的动态感和鲜活感。 文本一经产生便形成

了固定的样式,但它客观上所蕴含的文本意义、审美

内涵和精神价值却不能够为作者左右,而由读者去

释义。 “在作者的意图跟读者的意图之间,谈不上有

什么吻合与一致性,可能只有并存性;就是说,读者

在作品中能够找到或想找的东西,但这种东西并非

作者原本急切想写进去的,或者也许他根本就没有

想到过。冶 [2]137所以,处于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中的读

者对文本都有可能进行各自不同的误读。 从文本解

读产生的意义上来说,误读与正读一样能够使文本

的内涵和意义丰富。 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原是

一篇“颂扬新兴殖民主义的说教冶,斯威夫特的《格
列佛游记》原本是一部“辛辣的讽刺小说冶,但直到

现在它们还是经久不衰,缘于它们“加入到儿童文学

的圈子之中冶,得到了孩子们的欢迎和喜爱。 《鲁滨

逊漂流记》与《格列佛游记》在人们对它们的误读中

所产生的新意可能令作者都会为之一惊,但后来的

读者从作品中挖掘出来的意义确实比作者的原意及

作品既有的释义更丰富。 这种误读是创造性的,无
疑具有积极的文化意义,“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

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

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

它第二次生命。冶 [2]137鄄138正是因为有了误读,《鲁滨逊

漂流记》与《格列佛游记》甚至更多的作品才能不断

折射出时代的光彩,在读者的理解接受中实现艺术

作品的意义与价值。 可见,读者极富创意的 “误

读冶,赋予了文学作品的生生不息的动态感和鲜活

感。 犹如韦勒克、沃伦所言:“倘若今天我们可以会

见莎士比亚,他谈创作《哈姆雷特》的意图可能使我

们大失所望。 我们仍然可以有理由坚持在《哈姆雷

特》中不断发现新意,这些新意就很可能大大超过莎

士比亚原先的创作意图。冶 [3]165因此,当误读增加和

丰富了文本的内涵时,这种误读具有积极意义,是值

得大力提倡的。
其二,误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文本创作的

丰富。 对某一文本的误读,常常会激发作家的创作

灵感,使作者产生强烈的创作冲动,进而创作出新的

作品。 一方面,就读者而言,对文本的误读,从某种

程度上来说,读者可以读出作者自己没有用文字表

达出来甚至连作者自己根本就没想到要表达的意义

时,这可以说是对作者创作的一种促进。 因为如果

我们一味强调正读,即追求与文本意蕴、作者创作目

的、文本艺术价值一致的接受活动,相应的结果是作

者的原意成了衡量作品解读正误的唯一标准,读者

的接受反馈只能局限于作者的意图,固步自封,永远

无法创新,由此对于作者的创作也就不会产生任何

影响和推动的作用了,严重阻碍了文学的健康发展。
而误读作为一个反馈的过程,把接收者对文本

的接收信息、文本的审美情况反馈给作家,于是作家

整理、分析、研究这些反馈来的信息,及时调整自己

的思路和方向,创作出新的符合读者审美情趣及需

要的作品。 所以,作者期盼着读者能从自己的作品

中有所发现,读者对作品的误读,会促使作者不断的

思考和再创作。 因此,从某个意义说,读者的误读成

了推动作家创作的外在动力之一。 另一方面,就作

者自身的创作而言,他不但是一个作者,同时也是一

个读者,当他作为一个读者对作品进行误读时而出

现“灵机一动冶的想法,这种想法同样会激起他创作

的热情。 这一过程便拓宽了作者的审美视野,扩大

了主体的审美追求,使其产生强烈的创作欲望。 这

种现象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屡有发生。 庞德通过对中

国古诗和汉字的误读,激发了他的创作激情。 比如

他把 《诗经》 中的 “静女冶 翻译为 “ lady of azure
thought冶(青色的思想仕女),因为“静冶字中有“青冶,
他用词源上的分解法理解汉字,只从文字中发现具

体的意象,忽视了中国汉字的构成不仅有形部还有

声部,这可以说是对“静女冶的典型误读。 但正通过

他的误读,把中国古诗译成节奏明快、表达简练的意

象诗,开辟了西方意境优美的意象主义诗歌运动,推
动了英语文学中意象主义诗歌的形成和繁荣。

其三,误读能促进世界文学、文化的交流与交

往,丰富文学和文化的内涵。 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
面临不同文化体系的壁垒和沟壑,于是不可避免的

会产生误读,要消除和避免误读是不切合实际的,也
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当异质文化相遇时,误读有时

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误读首先打破两者文化之间的

无联系状态、然后通过认同、接受、生成新的意义,不
断产生新的文化内容。

误读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世界文学、文化的交

流与交往。 著名导演李安拍摄的《卧虎藏龙》,许多

国人认为其误读了中国文化,但正是李安运用了美

国人的审美习惯和审美眼光,才使更多的美国观众

有了了解和接受我们东方武术、东方音乐和东方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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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契机。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误读是通向文化

交流的前提。 “文化之间的误读难于避免,无论是主

体文化从客体文化中吸取新义,还是主体文化从客

体文化中反观自己,都很难不包含误读的成分。 而

从历史来看,这种误读又常常是促进双方文化发展

的契机,因为恒守同一的解读,其结果必然是僵化和

封闭。冶 [4]111假如我们简单地恪守着一种文化观念,
运用固定的思维模式来解读文本的话,常常会走进

死胡同。 这时我们可以变换不同的视角和模式,产
生新的释义。 当然,这并不能成为对他种文化不求

甚解的借口,或者是戴上有色眼镜对他文化进行任

意的歪曲的理由。 如果缺少对异己文化的深入理

解、揣摩和钻研,缺少深厚的文化知识积累和沉淀,
也就难以出现独创性的解读。 所以只有对异己文化

文本进行认真深入地 “读冶,才能谈得上合理的“误
读冶。

三

误读虽然在文学和文化发展中起着积极的推动

作用,然而误读中的“误冶字本身就设定了一个标

准,它是与原文本意义不相符合的解读。 如果不加

规范与限制,任意解读,那么就会破坏对原文本的审

美内涵和价值的理解,阻滞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其一,过于强调误读会造成对文本理解的随意

性,从而忽略了文本的实际意义与价值。 接受者对

于异质信息既有吸收过程,又有淘汰过程。 接受者

在认识过程中,往往将那些符合自身社会历史文化

背景的信息,同化到自己的阐释体系上来,组成新的

审美图式。 对于那些不同于自己文化体系的陌生的

信息,则往往视而不见;对于那些完全相悖于自身的

社会文化体系的信息,则统统排斥。 这样那些真正

能体现异质文化本质的一些审美信息,就在信息的

过滤网中被淘汰掉了;那些被接受者认同的审美信

息不断得到了强化。 比如,詹姆逊通过对中国现代

作家如鲁迅、老舍、王蒙等人的分析,如郁达夫的《沉
论》,鲁迅的《狂人日记》,认为作品表面上好像讲述

私人或情欲性的故事,其实同时也在讲另一个关于

公众和政治领域的故事,因而中国文学是一种“民族

的寓言冶。 事实上,中国文学不仅是“载道冶的文学,
更是“缘情冶的文学。 中国现代作家如巴金、老舍、
沈从文、钱钟书等,他们的作品就不仅认同民族整体

的历史变革、同时也尤其关注作为主体的个人在历

史中的失落,呼唤主体的觉醒和回归。 所以,詹姆逊

对中国文学的误读虽然揭示出了中国文学中明确的

社会历史观和推进社会政治变革的要求,但是“无所

不在的意识形态滤色镜却使他似乎忽略了第三世界

文学中个人性的要求,忽视了他们追求个体独立人

格的塑造和个体生命意义的努力,也忽略了诸如中

国文学悠长历史中对于文学本身审美精神价值的

传统。冶 [5]

虽然,我们作为个人永远不能完美地认识一个

客体的性质,但我们却几乎无法否认一个客体就是

这个客体,尽管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阅读或者

误读它。 我们总是抓住客体中某些“决定性的结

构冶,这就使我们认知一个客体的行动不是一个随心

所欲的创造或者主观的区分,而是认知现实加给我

们的某些标准的一个行动。 “与此相似,一件艺术品

的结构也具有‘我必须去认知爷的特性。 我对它的

认识总是不完美的但虽然不完美,正如在认知任何

事物中那样, 某 种 ‘ 决 定 性 的 结 构 爷 仍 是 存 在

的。冶 [3]169所以,我们在承认误读的对文化的积极影

响之时,不能排除文本意义的相对稳定性和确定意

义的存在,即正读的存在。
艾柯指出“诠释潜在地是无限的,并不意味着诠

释没有一个客观的对象,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像水流

一样毫无约束地任意‘蔓延爷。冶 [6] 如果读者的权力

被无限夸大,可以对作品进行任意的解读,结果只能

使文本的解读混乱,从而导致文本真正的内涵和审

美价值的丧失。
其二,误读有可能影响对于别民族文化的正确

理解,从而阻碍了世界文化和文学的交流与发展。
误读者通常按照自身的思维方式、文化传统、阐释体

系去解读另一种文化文本,不可避免会产生文化上

的误读。 这种误读固然能促进世界文学的交流与发

展,但是也有可能妨碍对他民族文学和文化的把握,
主要表现为两种作用方式:一是理想化的误读。 主

观地抬高、美化异己文化,在这种误读方式下,异己

文化的一切都是美好的。 “崇洋媚外冶就是这种误

读最典型的例子。 这里的“崇洋冶指一种文化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一切来自遥远异己文化的陌生、不同

的事物都显得美丽诱人。 近代以来欧洲文化的输

入,有不少中国人做起了强国富民乃至个人发财的

“西方梦冶或者“美国梦冶。 人们从西方寻求真理,不
自觉地把“西方冶理想化了,对于西方的文化采取全

盘接受的态度。 正如鲁迅所说“不过因为原是羡慕

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

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冶 [7],这种对西方的理想化的

误读使中国文化陷入了空前的危机。 同样,欧洲也

曾经用“崇洋冶的眼光来误读中国和中国文化。 自

17 世纪直到 19 世纪早期,欧洲艺术几乎变成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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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 所以,这种理想化的误读从一定意义上来说

是一种文化征服,演变成文化霸权主义。
二是否定式的误读。 由于接受主体对异己文化

感到陌生、甚至悖离于主体的审美心理结构和本民

族文化心理。 所以在接受异己文化作品时,易于产

生否定性审美情感和效果,从而直接导致审美效应

的减值。 比如列夫·托尔斯泰欣赏不了贝多芬的交

响曲,于是给了对方近似嘲讽的否定,他说“村妇所

唱的歌儿实在是真正的艺术,能传达一定的强烈的

感情,白曹文的一零一曲谱却只是艺术上一不成功

的试验品,不含着一定的情感,所以一点也不能传染

给别人。 (此处的“白曹文冶是指“贝多芬冶)冶 [8]202这

些评述明显地说明了审美主体对异己文化的陌生与

主客体在审美观念与审美趣味上的矛盾和对立。 因

为托尔斯泰站在“为人生的艺术冶的立足点上,他所

欣赏的是不粉饰的和人民的歌谣相似的艺术,对于

唯美派、神秘派的文学及其他艺术则攻击得体无完

肤。 “俄国自那个时候来,政治上的黑暗,人民积极

要求解放,在这惨澹痛苦的环境里,自然不能不排斥

一切娱乐的、无目的艺术而力求有益于人生的艺术

了,这种艺术必然切合于农民与为农民而活动。冶 [8]2

所以,托尔斯泰对贝多芬的误读一定程度上是由当

时俄国的社会阐释体系所致。 不过,排斥和否定的

效应也来自于审美主体的民族中心主义文化观。
“上个世纪 20 年代,梁启超先生曾到欧洲游学,亲自

体察了西方文化现状,回来后,写了一本《欧游心影

录》说是西方濒临严重的精神危机,几乎已是朝不保

夕,因此大声疾呼要以中国的‘精神文明爷去拯救西

方的‘物质疲惫爷。 结果并未拯救别人,倒是国内崇

奉国粹,热心复古的浪潮大大盛行起来,延缓了中国

文化现代化的进程。冶 [4]111

由此可见,误读如果影响了对于其他民族文化

的正确解读,同时又不能促进本民族文化的发展,阻
滞世界文化的有效交流与发展,这种误读就具有消

极意义。

四

从根本上来讲,我们既不能把对原文本的误读

放在一个确定的标准中去批判,也不能把误读后的

成果当作一种神圣性的成果去追捧。 我们一定要树

立正确的误读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探讨误读,积极

发挥它的积极性价值和意义,尽可能避免误读的消

极性影响,促进文化间的交流和对话,补给各自所需

的文化养分,促进世界文学和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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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Influence of Misreading

JIANG Cai鄄jiao,JIANG Xiang鄄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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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摇 Misreading, a literary reception phenomena, has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fluence on culture. On one hand, misrea鄄
ding is likely to make innovation in reading, enrich text creation and beneficial to cultural exchange and convergence; on the other
hand, it perhaps cause a barrier to appreciate the aesthetic connotation and value from source text, holding back cultural exchange and
development. Therefore, a proper misreading concept is supposed to be set up to promote world cultural bloss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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