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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特点

[ 作者 ] 张中良 

[ 单位 ]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 摘要 ] 近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特点：现代文学研究向当代延伸的趋势更为明显，从“现代”到“当代”的转折期得到关注；台湾、香

港文学被自觉地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范畴予以关注；探究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化、外国文学的联系；通俗文学研究在争鸣中向前推进；经典

重读多有收获；现代文学的史料学、文献学问题得到高度重视；文化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 关键词 ]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当代文学;台湾文学;香港文学;外国文化

       一、总结海外汉学影响的经验教训新时期以来，海外汉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认真总

结这种影响的经验教训已成为前沿课题。聊城大学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青年学者研讨会就对“新时期以来海外汉学对中国现代文学

的影响”进行了专题研讨。报刊上也能见到这方面讨论的反映。如《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刊出的《海外学者冲击波》，就是中国人

民大学中文系师生关于海外学者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影响的讨论。程光炜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海外学者热”的兴起，有其自身

原因：其一，“理论热”在美国学界久盛不衰，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等理论大行其道，对这批学人重新构建中国

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二，由于美国文化的异质性所产生的压力，在海外学者那里培育出一种

“后革命”的特殊语境，从而形成了“再解读”的研究视角，从中可以看到海外学者的共同性。诸如，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转向，文

学批评常常杂糅了政治理论、哲学思辨、历史研究、心理分析、社会学资料、人类学考察等话语传统和论述方式。同时，海外学者存在代

际之间、不同学派之间的差异性。不同学派各有所长，能够给我们以启迪；但亦有所短，应该予以注意。程光炜指出，“再解读”主要是

研究文学史、作家作品的一种理论姿态，而不是研究文学史和作家作品的有效方法。在进行这项工作时，不能只以“新”、“奇”出胜，

还应有审慎的查勘、分辨、比较和推敲，把“再解读”建立在认真踏实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黄修己《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

究》把源自西方的“全球化语境”话语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结合起来思考认为，“文化全球化”的核心在于经过很长时间的历史过程，

形成一种全人类认同的价值观——全人类性。今天，从全人类性的视角研究现当代文学，可以揭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人性内涵，既有利于

发挥现当代文学在“人”的启蒙教育中的作用，也有利于世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理解。二、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意识愈加清醒 “断

裂”意识逐渐被历史意识所取代，在作家、作品、文体与思潮等方面全方位地探讨现代文学与从先秦到近代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学的联

系。这方面代表性的论文有陈方竞《鲁迅小说的“魏晋情结”：从“魏晋参照”到“魏晋感受”》、黄乔生《鲁迅、周作人与韩愈》、胡

元翎《鲁迅与龚自珍》、束景南和姚诚《激烈的“猛士”与冲淡的“名士”——鲁迅与周作人对吴越文化精神的不同承传》、董乃斌《废

名作品的文学渊源——以与李商隐的关系为中心》、王兆胜《林语堂与公安三袁》、倪婷婷《“非孝”与“五四”作家道德情感的困

境》、刘保昌《道家思想与现代文学的个人主义精神》、龚敏律《论沈从文〈月下小景〉集对佛经故事的重写》等。现代文学研究向当代

延伸的趋势更为明显，从“现代”到“当代”的转折期得到关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辟有“‘十七年’文学研究”专栏，刊出萨

支山《“故事”“与”抒情“：五六十年代短篇小说的两种可能性》、孙先科《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精神现象学阐释》、董之

林《传统叙事方法的重现与再造——关于50年代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等。这一时段在20世纪文学史上相当重要，关涉到五四新文学的走

向、变异与共和国文学的发生、发展，其中有承续也有断裂，有扬弃也有创新，是非功过值得深入研究。赵园、钱理群、洪子诚、吴晓

东、赵京华、吕晴、赵稀方、杨联芬、段美乔等人的笔谈，观点见仁见智，浓厚的历史感、强烈的问题意识与研究问题的方法给人以启

迪。《南方文坛》2004年第4期也推出《20世纪40-50年代文学“转折”研究笔谈》，围绕着程光炜的《文化的转轨》与贺桂梅的《转折的

时代》两本研究转折期的著作展开话题。愈益清醒的历史意识还表现在以往遮蔽或模糊的文学现象的历史还原之中。胡博《新月派前期的

“文学梦”》、吴敏《试论40年代延安文坛的“小资产阶级”话语》、刘增杰《一个被遮蔽的文学世界——解放区另类作品考察》等，在

发掘、爬梳大量的原始材料的基础上，呈现出历史原生态的真实性与复杂性。三、台湾、香港文学被自觉地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范畴予以



关注赵稀方《视线之外的余光中》及相关文章，对“余光中热”有所质疑，在两岸文坛激起强烈反响。台湾出版的《爪痕与文学》刊发了

“余光中风波在大陆”特集，收录赵稀方、吕正惠、陈漱渝、陈子善、杨若萍、钱虹、刘心武、薛永辰、黄维樑、余光中、陈映真等人的

文章。两岸学者、作家参与论争，至少可以说明台湾文学确已纳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不少现代文学学者涉足台湾、香港、澳

门及域外华文文学研究。赵稀方《一种主义，三种命运——后殖民主义在两岸三地的理论旅行》等论文，在准确把握后殖民主义原典产生

的语境及其原意的前提下，认真辨析其在两岸三地的不同流变，批评有的台湾学者偏颇地借用后殖民主义为“台独”鼓吹的观点与方法，

表现出敏锐的理论感悟与坚定的学术立场。本年度有代表性的论文还有黄万华《1945-1949年的香港文学》、王德威《原乡想像，浪子文

学——李永平论》、王岳川《澳门文化与文学精神》等；专著有方忠《20世纪台湾文学史论》、彭耀春《台湾当代戏剧论》。前者既有历

史发展总论，也有小说、诗歌、散文、通俗文学的论述，后者则是戏剧的梳理与论述，合起来大致反映出台湾文学的整体风貌。四、探究

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化、外国文学的联系代表性的论文有李怡《日本体验与中国散文的近现代嬗变》、方长安《形成、调整与质变——周作

人“人的文学”观与日本文学的关系》等，著作有王福和主编《世界文学与20世纪浙江作家》、吴定宇《抉择于扬弃——郭沫若与中外文

化》、靳明全《中国现代文学兴起发展中的日本影响因素》等。尤为可喜的是对翻译文学的价值愈益被看重，认为翻译文学以其独特的地

位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故翻译文学的研究明显加强。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与“鲁迅研究20年”等学术讨论会

上，翻译文学都成为一个引人注意的话题。《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发表了一批现代翻译文学的研究成果，如李

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郑海凌《“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鲁迅译学思想探索之二》、秦弓《鲁迅与有岛

武郎——以“爱”为中心》、《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刘进才《阿左林作品在现代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杨迎平《施蛰存的翻译工

作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张德明《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等。五、通俗文学研究在争鸣中向前推进近年来，对于通俗小说

与旧体诗词是否应该纳入现代文学研究框架一直存在着争论，但已有现代文学学者在通俗小说与旧体诗词的研究中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

绩，并且已有不止一种文学史著作将其纳入框架之中。汤哲声的专著《流行百年：中国流行小说经典》梳理出20世纪流行小说的发展脉

络：民初的海派文化新闻文体（言情小说、黑幕小说），20世纪20至30年代的繁荣与变革（社会言情小说、国难小说、人性的张扬、模式

变革），40年代的新旧交融（新市民小说、新浪漫主义），80至90年代的价值回归和文本创新（纪实小说、官场小说、新新人类小说、历

史小说、网络小说）；选择57部代表作予以文本分析后指出，两种类型虽然仍会继续下去，但其交融与互动使得它们的美学界限会越来越

模糊。虽然关于流行小说的界定或可讨论，如将阎真的《沧浪之水》列入其中，而将发行量极大的《红岩》等“红色经典”排除在外等，

都易引起质疑。但纵览百年文学史，该项研究梳理出一条线索，并指出与高雅小说的关系，确有创新之处。值得注意的还有作为此书序文

的范伯群《建立生态平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另一方面，也有对通俗小说的批评之声。袁良骏《民国武侠小说的泛滥与〈武侠党会

编〉的误评误导》，对《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中的《武侠党会编》的评价提出批评，认为“三亿言的武侠小说，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

中的一大灾难。它的泛滥成灾，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严重教训。”但袁良骏亦有《鲁迅的七封信和武侠小说大家宫白羽》，肯定宫氏“在

武侠世界开辟了一片较新的天地，吹来一股清新的气息”。看得出来，袁良骏并非对通俗文学一概否定。六、经典重读多有收获黄曼君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系统考察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诞生及延传的历史进程，认为经典既是实在本体又是关系本体，它具有

原创性、开放性、多元性、典范性、民族性、历史穿透性及巨大的阐释空间，因而能够产生持久的影响。意识形态、精神价值以及知识、

审美诸系统的变化与整合促成了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革命化与审美化、民族化与现代化、大众化与精英化三对关系是中国现代文学经典

延传的不同路向；而新时期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重读与反思，则展现了现代文学经典在延传中变异和重构的发展趋势。秦弓的《略论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重读》，在重新确认经典、建构文学史、面临种种挑战尤其需要确认现代文学的价值等方面，论述了重读经典的必要

性，并指出在历史还原、文化还原与多元解读、尤其是审美分析方面，经典重读具有广袤的空间。程光炜《“鲁郭茅巴老曹”是如何成为

经典的》，以“鲁郭茅巴老曹”被确立为经典的个案，说明文学史编撰对经典“型构”的作用，同时又认为在历史进程中，他们是活生生

的个体，应该“设身处地”地加以研究，才能有利于问题的展开与进入。胡尹强《鲁迅：为爱情作证——破解〈野草〉的世纪之谜》，王

科《“寂寞”论：不该再继续的“经典”误读——以萧红〈呼兰河传〉为个案》、张洁宇《鲁迅作品中“路”——意象分析之一》、何平

《〈故乡〉细读》、洪玲《论萧红笔下的太阳意象》等论文，在经典细读方面均有独到之处。七、现代文学的史料学、文献学问题得到高

度重视中国现代文学有一个重视史料的好传统，从现代文学先驱者胡适、鲁迅、郑振铎、朱自清，到学科的重要创立者王瑶、唐弢、李何

林等，都很重视史料工作。马良春、樊骏等发表过关于现代文学史料学的长篇论文，倡导并推动这项工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了规

模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甲、乙、丙3套大型丛书；还有朱金顺的《新文学史料引论》和一些作家全集、文集、名著校勘



本。现代文学界在强调理论创新的同时，对史料工作有所忽略。学术界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与解决问题的迫切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会第九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把史料与学风、方法问题一并列为议题。《文学评论》与河南大学文学院等联合举办题为“史料的新发现与文

学史的再审视”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研讨会。清华大学中文系等举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把文献问题作为中国现

代文学学科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出并讨论达成加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抢救的共识，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办法。2004年，出版了一批史料学、

文献学成果，如贾植芳、陈思和主编的《中外文学关系史资料汇编》、刘福春撰述的《新诗纪事》等。在文献学研究中，金宏宇的《中国

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尤为突出。该书选取了《家》、《子夜》、《骆驼祥子》、《创业史》等8部名著，对校其不同版本，探讨

版本变迁的历史原因与修改的短长。八、文化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在政治文化、制度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区域文化、教育文化、

出版文化等与现代文学的互动与交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代表性专著有朱晓进等的《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

史论》，雷世文《文艺副刊与文学生产——以〈晨报副刊〉、三十年代〈申报·自由谈〉、〈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中心的研究》，论文有

盛英《冰心和宗教文化》、刘淑玲《〈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王本朝《中国现代文学的生产体制问题》、《文学传播与中国现代文

学》、刘勇《〈空山灵雨〉：融合多重宗教文化的人生寓言——兼与〈野草〉、〈画梦录〉比较》、袁国兴《宗教意识的链接与文学的选

择--对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一种解读》、朱庆华《许地山小说宗教色彩的显与隐》和方长安、王本朝、王桂妹题为《民族主义与20世纪中

国文学》的笔谈等。作家研究、社团流派研究、文体研究与接受美学研究等方面也有可喜的成果，如胡明《正误交织陈独秀——思想的诠

释与文化的批判》、阎奇男《“爱”与“美——王统照研究》、黄淳浩《创造社通观》、阎庆生《晚年孙犁研究》、刘小清《红色狂飙—

—左联实录》、席扬《多维整合与雅俗同构：赵树理和“山药蛋派”新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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