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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问题回溯与发展前瞻

杨俊蕾

(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33)

摘要：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写作长期受到文艺学学科教材体例的影响。其中，西方理论

话语先后承担了思维论、方法论、知识论的功能。在搁置主义之争、悬隔功利影响的自觉前提

下，未来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需要以平视西方理论话语的知识态度建构整体系统，自发关注

并提炼本土问题，经由研究者个体的文学经验实现理论写作者与各类型阅读者的“个体间相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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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发展长期处于困境。

这个困境导致很多从业者的研究对象多次发

生位移，自新时期以来已经连续三次。第一

次是上世纪80年代一批文艺学学者从文学理

论研究转入现当代文学研究，从抽象概括的

理论研究改为具体的文本历史研究。第二次

是世纪之交前后一批文艺学学者从文学理论

研究转入文化研究，研究范围从具体的文学

门类扩展到包含众多的文化内容。第三次则

是新世纪中国电影进人黄金十年之后，又有

一批文艺学学者的研究重点转移到了视觉影

像研究。文艺学内部研究对象的三次位移犹

如剥蚀海岸线的风浪，让当代中国文学理论

的学科边界益发模糊。

当文学作品的批评讨论不再从中国当代的

文学理论研究成果中选取资源和参照，当中国

的文学史编纂不再使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概

念范畴，文学理论的研究价值将如何体现?仅

仅是在学科规范内的规定教学内容?仅仅是局

限于学科内部的知识话语自我增殖?这些问题

暗示出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写作正在滑人一种

不无危险的自娱自乐，“需要警惕落人内部自

我增殖的封闭半封闭话语系统”⋯‘哪)。

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应该如何重返大的文学

研究格局，改变为时已久的缺席、失语、不作为?

我认为首先要祛除当代文学理论写作中的功利

化因素，继而调整中国的文学理论书写与西方

思想资源之间的张力关系，重新构建具有“整

体性”的元理论模型，恢复文学理论写作中的

个体化存在，通过负载个体文学思维的理论写

作达成个体间的理解共通，实现个体间的对话

与交流，让文学理论进人变化中的文学现实，宏

观上真正参与到中国文学的当代变化中，微观

上真正进入到更多个体的文学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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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远离主义之争。悬隔功利影响

从文学理论研究从业者的视角看来，处在

文学写作价值序列顶端的无疑是规范化的元文

学理论(文学概论)。理想的路程应该是先从

具体的、多方面的问题人手，经过充分的耐心积

累，逐渐地自然形成具有个体特点的文学观，以

大量具体而微的研究成果浮现出具有整体性的

理论架构，带着不可磨灭的个人文学印记，成就

一种体系化的理论模型。这个时间过程由无数

的文本实践经验作为基础，其间不排除有重复

研究甚至误识、误判，不排除有对自我错误的辩

驳、反思、纠正。与其说这个过程是纯粹的理论

研究，不如说更近乎思辨技艺的修炼。犹如日

本狂言每一个艺人的发轫、成长到辉煌，必定从

幼年摹仿的毛猴起步，经过程式繁复的表演，最

终在暮年得以出演道行高深的灵狐，以精湛深

妙的自我体悟贯连起整个艺能门类的方方

面面。

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写作往往不是出于研

究者内在的写作和研究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外

向的教材撰写需要。因为文学理论是中文学科

的必修课程，具备从本科到硕博再到博士后研

究的完整学院体系，所以为满足各个层次教学

要求而写作文学理论的行为就如同一场揠苗助

长的全国竞赛，以高等教育地域区划的势力范

围为疆界，以不同层级的教材规划为契机，联动

某些出版机构，形成了文学理论教材出版分块

覆盖的局面。当教学需要成为促使文学理论写

作的第一动因，当教材形式成为文学理论写作

的最高规格，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路向在

写作起点上就受到程度不同的功利化影响。这

一现象的极端表现是让文学理论研究降格为工

具，而不是从业者进行研究的目的本身。文学

理论的写作只是达成某种功利目的的手段方

法，而非目的本身，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研究者

“昨天还在大造声势，设法在本单位建立文艺

学博士点，展示本单位文学理论研究的雄厚实

力，等拿到了文艺学博士点，成了文艺学博士生

导师，却声称现在文学是什么也不知道了”旧J。

新世纪之初已经有研究者意识到这种深藏

在机构体制内部的功利需求，“这种政治经济

利益往往不是赤裸裸的，而是隐蔽在特定的、由

学术体制确立的知识一理解模式中，隐蔽在科

学真理与审美价值的评估系统中”，并以此赋

予文学理论更大的希冀，寄望未来的文学理论

写作能够借助文化研究的力量再度崛起，对抗

“包含在业已确立的学科与系科中的政治经济

利益”旧j。发现政治经济利益与研究者学术写

作之间的隐形联系无疑有些令人沮丧，原来在

理论体系中的高头讲章背地里有另外的效忠对

象。很快，一册标举打破僵化本质主义的《文

学理论基本问题》出版，针对问题是文艺学界

渐成共识的困境论、危机观——“文学理论与

公共领域、社会现实以及大众的实际文化活动、

文艺实践、审美活动之间曾经拥有的积极而活

跃的联系正在丧失”Hj(Ⅲ。于是，重建文学理

论与社会公共领域关联成为新的写作诉求。

未曾悬隔功利的文学理论写作难免不陷入

过度的标新立异，同时陷入对其他同类文学理

论写作的过度攻击，引发新一轮主义之争。书

中用本质主义的错误笼统概括此前当代中国文

学理论的所有书写，又以反本质主义的态度和

建构主义思路确立自我的同类书写，具体的方

法论则运用了来自法国哲学、社会学的福柯、布

尔迪厄的研究成果，即“历史的一地方化”和

“事件化”。反本质主义与具体的方法论结合

后产生了关于文学定义的新反思——“要用知

识社会学的方法揭示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社会

历史条件，而不是在‘符合论真理观’的幻觉下

面去寻找一个绝对正确的文学定义”。具体步

骤是“首先把所谓‘本质“原理’当作一种话语

的建构，其次，把这种话语建构事件化、历史化

和地方化⋯⋯从它倡导各种文学观念的平等地

位与交往理性且并不放弃寻求交叉共识的努力

而言，可以称之为自由、多元、民主的文学理

论”M o。“自由、多元、民主的文学理论”，听上

去激励人心的宏大叙述在具体架构中却表现出

典型的双重标准，表现出对“地方化”、“事件

化”的自我违背。

作者从福柯那里学习到地方化观念，“人

类的知识具有‘地方性’，即知识生产的社会文

化环境，因为生产这种知识的主体不可能不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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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特定的文化环境中”，但并没有贯彻到接下

来的具体写作实践，没有真正由此方法论回溯

至不同时期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具体文化语

境，未曾探究不同写本何以深陷所谓本质主义

的真实原因。失之严苛的批评恰恰缺失了此前

所标榜的历史眼光与反思意识，同时造成对批

评对象原生语境的疏漏。毕竟文学思想同科学

技术一样存在着进步的可能和进步的必要，不

能割裂地对历史进行分段评价。就好比一个世

纪前的蒸汽机时至今日不再是主流技术，也不

再能实现生产功能，但是不能因此就否认它在

历史链条上的推进意义，更不意味着可以不给

予其足够必要的重视和尊敬。当代的中国文学

理论亦是如此，在不同阶段须面向不同的时代

问题，也不得不受制于不同的思想障碍，分析问

题，指明障碍是必要的，但全盘否定却不无武

断。因为“对于文学理论的建设来说，重要的

不是去评判某种范式的优劣高下，而是通过理

论范式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变，通过两种范式

的参照性分析，找出文学理论未来发展的路

向”¨J。毕竟“挑战性的力量锋芒”并不等同于

能够折服他人的“颇具分量的成果”。

同样的语境疏漏还发生在用“场域”观对

当代中国文学理论进行的批评中。《文学理论

的基本问题》一书更愿意把矛头指向宽泛化的

制度建设方面，这或许出于在文学理论和公共

领域之间建立更有效关联的初衷。书中认为

“中国学界‘个人主义’思维定式，使得研究者

常常从知识分子(包括作家与学者)的个人方

面寻找主体丧失的原因(比如缺乏自律的勇

气)，而不能从社会制度方面寻求答案。中国

文艺的自主性的缺乏说到底是因为中国社会还

没有发生、更没有确立类似西方18世纪发生的

制度性分化，文学艺术场域从来没有彻底摆脱

政治权力场域的支配(这种摆脱不是个人的力

量可以胜任，而是要依赖制度的保证)”，于是

“需要我们具有把反思的矛头指向自己的理论

勇气”L4 J。这段掷地有声的“反思说”、“勇气

论”无疑很壮声势，具有中国特色的决心书体

例。但是决心表完之后的实际行动并未及时跟

进，接下来的理论问题分析不仅没有落实到真

正的中国问题场域内部，更在具体章节中从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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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主义号召回落到知识结构的切割与重组，

出现了和批评对象如出一辙的知识点组装。言

美而行不至的脱线行为再次说明在当代中国文

学理论中，反或不反本质主义并非最重要和最

紧迫的，最要紧的应该是悬隔写作起点的功利

化影响。对于高度重视整体建构性的文学理论

而言，这种细致分工、分头完成再最终合并的方

式一定不是最理想的。但是为什么在当代中国

文学理论写作中反而是这种方式最常见最流

行，原因就是未曾悬隔的功利化影响。由外在

的需求导致教材式的概论写作，很难等同于研

究者日积月累后研究进益自然抵达的高度。更

具实用目的的教材与更显研究者个性价值的著

作之间形成分野，这不免使人担心，有朝一日中

文学科的教学安排发生调整，失去了外在功利

驱动的文学理论是否还会再现主义之争+集体

编纂的体例。受到功利驱使的文学理论缺失的

不是什么主义或者反一主义，而是鲜活的个人

文学观，以及由于失去真正的文学观而失去的

介入更广泛文学生活的可能。

当代中国文学理论面临的西方话语难题是

当下中国整体都无法回避的压力，压力的表现

覆盖中国的方方面面。在文学理论方面形成的

西方话语难题实质上来自西方文论话语的绝对

优势。太多研究者的内心深处已经形成固定的

价值序列：西方优于本土，离开西方的命题、范

畴、术语、概念或者话题，当代中国就没有有效

的文学理论可言了。

长期以来的固习使西方话语在当代中国的

文学理论写作中先后承担了思维论、方法论和

知识论的功能。早期的文学理论写作倚重苏俄

文论资源，高校文艺学教师纷纷抽调到北京大

学的毕达可夫文艺理论培训班学习，而季摩菲

耶夫的《文学原理》和谢皮洛娃的《文艺学概

论》的体系影响帕J，又高度同化了中国当时文

学理论的思维基础——“在以群《文学的基本

原理》中，马、恩、列、斯、毛和苏俄等社会主义

国家文论资源引用占全书注释总量的55．8％，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蔡仪本的《文学概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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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全书共注释371个，引用最多的是马克

思主义思想，共189个，其中又以毛泽东和高尔

基的文学思想最为突出⋯⋯以经典思想限定文

学理论的思想边界并直接推导出文学的本质规

定，以有限的中西文学理论知识和文学现象去

论证先在的文学思想。”"o苏联解体以后，社会

意识形态随之改弦更张，其文学理论本身的思

维根基被动摇、抽空。俄罗斯文学史家谢·科

尔米洛夫坦承，“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崩溃

后，‘方法论’一词简直令我们学界的代表们望

而生畏”【8j。思维论基础被掏空后的中国文学

理论也转向了以西方话语为方法论的阶段，韦

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关于文学“内部／外

部”的区分快速传播，中国文学理论开始出现

回归文学本体的文学观念。其后，欧美的文学

研究再次发生内与外的研究翻转，“自1979年

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已发生大规模的转

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

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9儿n2¨。中国的文学

理论也随之发生方法论位移出现，开始“扩

界”、“扩容”、“置换研究对象”等新的方法论。

当西方的文论话语开始充当中国文学理论

的方法论，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研究就逐渐远

离了本土的文学实践，并在一段时期内以理论

二传手自居，主要致力于将外国理论输入中国

学界。于是，一波又一波的学术热点都集中在

又有什么国外的理论家和新术语被翻译，而且

太多的文章止步于浅表的要览介绍，更像学术

圈的话语争先或者某些话题的跑马占地。这种

单一的方法论迷恋使很多文学理论的研究者进

入了误区，一方面是连绵不断的高产文章，另一

方面只是鹦鹉学舌一般的片断缀连和重复，

“对外国文化理论一轮又一轮地争相介绍，包

括‘他者’观点在内，十分热闹。但是令人遗憾

的是，这类介绍者缺乏的正是‘他者’身份与自

己独立的观点。他们几乎把被介绍的外国学者

都奉为自己的精神导师，所以在论述上也极难

走出大师们的阴影而面向原创”拉1。其直接后

果就是让当代的中国文学理论成果不再成为文

学史及文学批评的思想来源。既然当代的中国

文学理论本身就充斥着西方理论内容，没有原

创的方法论，那么文学史或文学批评的学者们

自然不愿兜圈子，而是直接进入西方理论本身

寻找可用的话语资源。

以西方理论话语为文学理论构架知识论的

观点促进了关于文学理论本身性质向知识论的

转变——“文学理论可以初步理解为关于文学

的种种知识，例如文学的种种特征、构造、功能、

文化位置，如此等等。当然，理论并非知识的堆

积——理论必须对各种命题予以严谨的论

证⋯⋯如果一批概念、范畴、命题相互联系、呼

应。某种理论体系即将出现。”[10](P337)这个偏

重知识型架构的理论体系也被概括为“现代性

知识体制总体”，它把西化的范畴方法等作为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构的知识基础，在知识总

体加以统摄的前提下实践“现中传神”的新传

统现代文论建设方式。⋯](㈣然而有趣的是，在

诸多以知识论观点看待西方文论话语位置的文

学理论论述中，最常闪现的身影仍然是欧美的

理论家，尤以乔纳森·卡勒和伊格尔顿为多，除

了直接被引用之外，还屡屡“隐身”、“化身”在

多个版本的文学理论知识点叙述中。

西方理论话语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势

压还表现在关于“整体建构”的思考中。来自

西方文学理论的观点往往倾向于解构整体性，

将文学理论视之为显现为丛生问题的思考集

合，而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学科要求和教材体

例显然又不能接受纯粹的非系统性、非整体性

的西方观念。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来自西方文

论话语的影响在造成巨大压力和覆盖化影响的

同时，也促进了一个新的共识渐渐形成——当

代中国文学理论的构造需要本土资源的参与，

以完成整体观的构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提

出，深受西方知识话语的影响已经是当代中国

文学理论无法扭转、也不必硬性“清洗”的现

实，寻求并实现文学理论的中国特性或许将成

为反弹势压的途径。

就知识资源的构成来说，中国古代文论获

得了更多的重视，因为“文学理论建设要有资

源，不仅要有外国的资源，也要有中国的资源，

中国的资源就是古代文论”E12](P54)。如何实现

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转换)也因此获得

更深入的探究。与此相类，曾经饱受所谓“反

本质主义”质疑的当代早期中国文学理论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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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拨西方文论话语影响的过程中恢复了应有的

学科史意义。有学者提出“回到学科史的文学

理论”的概念，认为受到西方理论同化威胁的

中国文学理论需要“把理论话语建构和学科史

的梳理和阐释结合起来，这应该是摆脱困境的

可行出路之一”¨3J‘哪’。

三、通过文学经验实现“个体间的相关”

当然，过分乐观地相信当代中国的文学理

论能够在短时间内进入英语为主的国际学术圈

并非真正有益于文论话语的新生。不持虚无论

否定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必要实存，也不过度

膨胀提前宣布文论输出，或许是适用于现阶段

的知识态度。重新激活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现

实品格和实际功能，需要在悬隔功利价值的前

提下重新补足几个基本维度：文学、个体、个体

间、相关。概括而言就是在文学经验中实现

“个体间的相关”。

已经有研究者指出，在文学理论研究受到

大规模质疑的逆境中，有些文学理论研究者不

是积极地回应质疑，寻找沟通点，而是“宣布要

研究‘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或者干脆叫做理

论”。如此一来更加剧了文学理论研究者与反

对者之间的隔膜距离。是什么原因降低了中国

当代文学理论对于文学本身的关注度?不能不

说仍然是受了西方文论话语的影响。一度被很

多中国文艺学学者奉为圭臬的韦勒克、沃伦的

《文学理论》在定义并区分文学研究时超越了

个人的阅读行为和意义，认为文学研究“是一

个不断发展的知识、识见和判断的体系”，而文

学理论则是“对于文学的原理、范畴和判断标

准等问题的研究⋯⋯不是对于具体的文学作品

的批评，也不是对于文学史现象的研

究”[14](㈨。言之凿凿的权威观点被个别写作

者放置在文学理论的首页，以此来佐证后文写

作离文学渐行渐远的合法性。但是，从一个系

统的文学理论研究中截取单个观点并成为另一

个系统论述开端的作法是否可取?反观当代中

国文学理论所经过的“文化研究一日常生活审

美化一反本质主义”等几次较为集中的争论，

可以发现，这不仅没有新增理论应有的思辨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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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而且日渐远离了中国当代的文学生活事实。

几番热闹的争论中较少见到持论者的个体新

见，大多是依傍欧洲或北美的某种理论。但是，

产生于不同时空的理论观点真的可以无限制地

随取随用吗?西方学者的代表观点难道不是由

其个体独特的文学经验中思考得来?就以大面

积覆盖中国文学理论引文的乔纳森·卡勒和伊

格尔顿来说，他们在阐明自己的文学观时都不

曾回避作为经验个体的“我”在推导出一个文

学观念之前的具体存在过程，而且在其行文中

可以发现，构成观点基础的那些实证实例未必

完全显形在最终的观点陈述中。即便是韦勒克

和沃伦，也需要不断回到英美文学传统的内部

撷取资源。因此，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部分写

作截取西方文学理论的观点并直接以此作为自

己的思考出发点就显得十分可疑。未来的中国

文学理论研究需要重启对于文学现实的关注，

文学理论研究者的文学经验需要加强而不是

削弱。

继而，文学理论的写作能否具有个人特质?

这个问题的答案人言人殊。在有些研究者那里

全然否定“带有个人标记的文学理论”，持异议

者认为“从现实体悟中得出的概念，尽管会得

到一种感性上的理解，但对其普适性却会引起

一种理论上的质疑”¨5|。然而“普适性”与“个

人标记”果真矛盾吗?难道“普适性”的达成不

是基于无数个人标记所产生的共性基础?文学

理论的写作不应该表达作者的心灵、思想与真

实经验?纵观具有影响力的各时代各地域的文

学理论写作，能够流传并泽及他人的往往是具

有鲜明个人特征的著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当

代的中国文学理论之所以不再引起其他文学研

究者的兴趣，原因之一就是失去了理论写作者

的个体真实经验。模糊了个人特征的理论写作

在行文上泯灭了风格，高度同质化的重复论述

很难激发阅读者的感兴。有意遮掩或回避自己

的文学判断，借鉴现成理论或者依靠知识拼贴

来保证框架的理论写作，或许达到了普遍性，却

因为流失了弥足珍贵的个人特点而过度趋同。

这在早期的当代文学理论写作中尤为常见，

“巴人《文学论稿》以群《文学基本原理》蔡仪

《文学概论》，毫无例外都说形象是文学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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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它们都不约而同地引别林斯基的一段

话”【12](附’。清代袁枚已提出“文似看山不喜

平”，如果在此做一个引申修辞的话，“削平”个

人特征而导致“平淡”的理论叙述自然不能赢

得读者的欢喜。

真正出自理论写作者内在兴趣和实际文学

经验的论述不仅能够实现个体特性，更重要的

是能够达成与读者的交流，实现“个体间的相

关”——理论的作者和读者产生共同的话题兴

趣并展开更深入的对话。在多人合作的通论教

材《文学理论教程》与研究者独著的《维纳斯的

腰带——创作美学》之间就体现出这种因为凸

显个人特征而实现作者与读者深度对话的个体

问相关。《维纳斯的腰带》以“创作论”为阐述

重点，每章都有具体的文学作品分析，由此生发

出的理论观念发展为动态的文学观；把文学理

解为一种活动——因为“活动”本身就是流动

着、变化着的，会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吸收了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念，从而构成了动态

的“艺术生产论”o[14](PPl5-17)带有研究者鲜明的

文学经验与文学观的理论论述引起了言之有物

的观念交换，引申出围绕具体的微观问题进行

与实际相关联的深度辨析。相关的问题包括

“文学创作是否可以理解为一种生产方式?社

会主义时代是否存在雇佣劳动者?有雇佣劳动

的非社会主义时代的艺术创造是否就没有了艺

术创造的主体?”¨刨发自文学观的质疑在个体

间的思考交流中指向中国特有的社会现实，讨

论内容的相关性范围也在不经意间扩大到了关

于历史与社会性质的讨论。

除了在同行学者之间实现基于个体文学经

验的问题相关性之外，还需要考虑当代中国文

学理论的写作实际。正如前文所总结的，一方

面是整体的语境难题，如纯文学阅读遇冷，文学

理论遇挑战，文化研究蚕食文学研究，图像、全

媒体、意识形态、商业类型化等种种新现象迫使

文学观不得不趋向多元以应变；另一方面是带

有中国特色的教材体例可能还将长期影响文学

理论的写作，这就决定了最大多数的文学理论

读者和学习者其实是身在高校的青年学生。所

以，提升这批读者和学习者对于中国文学理论

的兴趣，实现当代文学理论与青年学生的个体

相关性显得尤为必要。

更新文学理论写作中的知识细节是提升个

体间相关性的必要环节。为了求得著者和读者

之间更大的文学经验交集，文学理论不仅要延

用历史久远的经典例证，更应该根据共同相关

原则选择足够数量的新媒体形态的文学变种。

不是要文学理论让位给文化研究，更不是让文

学理论屈从于视像研究，而是以个体文学观为

观照视角更大限度地统合散落在不同媒介方式

内的文学因素，在有选择地延续文学理论传统

命题的过程中形成新的问题关注和话语推进。

当然，指向广泛的文学观扩容并不意味着背弃

文学理论的专业属性，更不能淡忘学理规定而

流于空泛的社会热点指摘。真正的理论之思需

要研究个体时时拷问自己内在的专业信仰是否

足够真诚，如果个体本身对于文学理论的专业

信仰已经动摇，就不应该为了外在的诱因而让

渡本专业的内在承续。以下现象需要给予足够

的警惕，“有一些人谈论文学理论和美学，却对

专业内的内容不屑一顾，对理论的承续性感到

不耐烦，直接将文学和美学的探讨转化为社会

和政治评论，追求学术话语的社会和政治隐喻

性。这种做法容易赢得读者，获得关注。也容

易在非专业界得到共鸣，甚至产生轰动效应，但

与理论建设无关”【1 7|。“无关”是对理论写作

的最严正批评，不能实现个体间相关性的理论

写作只是单方获利的外化手段。当代的中国文

学理论不需要更多的主义彼此攻讦，而应该回

归研究者的个体文学经验，重组有效的问题阈。

问题阈中的问题可以来自学科传统的经典命

题，只要研究者对此怀有真正的求索兴趣，而不

是出于外在的功利目的去完成貌似系统的知识

编排。问题阈中的问题也可以来自研究者的创

造性新见，只要这新见不是来自西方理论话语

的平行移植。在这方面尤其要避免以西方学界

中的问题讨论为主导动力，不加反思地引人西

方理论的新话题，以防对真实的当下本土文学

现实造成长久的遮蔽。

当文学理论的写作能够自觉地在起点上悬

隔外在功利，淡化主义之争，自发关注并提炼本

土问题，以平视西方理论话语的知识态度建构

整体系统，经由研究者个体的文学经验实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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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写作者与各类型阅读者的个体间相关，或许

就构成了未来文学理论发展的理想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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