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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进对后现代文学批评的认识与理解——“东亚后现代批评的可能性”课题即将结项

[ 作者 ] 孙龙 

[ 单位 ]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 摘要 ]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1月12日报道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赵京华副研究员主持的院重大课题（B类）“东亚后现代批评的

可能性”即将结项。该课题主要研究后现代文学、文化批评理论20世纪70年代~90年代在日本、韩国和中国的传播、发展及其未来走向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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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1月12日报道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赵京华副研究员主持的院重大课题（B类）“东亚后现代批评的可

能性”即将结项。该课题主要研究后现代文学、文化批评理论20世纪70年代~90年代在日本、韩国和中国的传播、发展及其未来走向的问

题。赵京华介绍说，该课题属于后现代理论研究的跨国界跨地域、学科交叉性很强的研究，而将东亚三国作为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地域，

考察其后现代理论的发展和共通性，还属于未经深入研究分析的课题，因此，在学术上具有开拓性。在课题研究过程中，由其翻译出版的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以及发表的论文《从起源上颠覆文学的现代性》，使日本的后现代批评在中国学术界引起关注。课题报告指

出，该课题的问题意识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开始引进后现代批评，但是后现代的观念和思维方法引入到中国的知识界却很不成

功。因此，在中国如何借鉴西方后现代批评，如何用西方的后现代批评的观念和分析工具观察我国的一些现象，如何推动中国文学批评的

发展存在很大的问题。目前，对于后现代理论及其在文学批评上应用与发展的研究比较发达，在东亚三国，特别是对于源于西方的现象

学、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的介绍、研究乃至实际应用于本地域文学研究等，都经历了很长的时期，在研究上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

是，区别于西方起源性的后现代理论及文学批评，把非西方的东亚三国作为一个具有共通性文化的地域，从而综合考察该地域的后现代理

论和批评实践，并试图探索其发展的独特走向和多样化的可能性，这种研究还很少见。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现代理论和文学批评的

发展也很迅速。然而，至今还没有将东亚三国作为一个互动的文化地域，探讨其后现代理论及批评的综合研究。课题报告指出，后现代主

义批评同整个世界的社会转型同步。二战以后，西方和日本的经济复苏阶段是同步的，到了20世纪60年代发生了社会运动，在这个过程中

实际上经济是大步发展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有的工业型社会开始向大众消费型社会转型。这种转型的完成以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

机”为标志。而思想文化也出现了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法国20世纪60年代的“解构主义运动”就是后现代主义发展的源头。

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解构主义批评在美国，特别是以耶鲁大学为基地发展起来，并形成了热潮。日本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在20世纪70年

代也完成了自己的思想转型，其后现代思想以反思现代性为根本。日本后现代批评晚于法国等西方国家，但其后现代批评具有丰富的东亚

地域性，并不是完全的对西方的简单移植，也有自己民族经验在其中。这种经验（包括韩国）的梳理和整理，应该说对中国当前的文学批

评，以及未来文学批评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进入大众消费社会以来，文学批评呈现出多元发展的势头，其中借鉴后

现代批评理论来实际研究中国文学，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潮流。在这种情况下，关注邻国同地域的批评实践，促进相互间的交流和对话，总

结其同一性和认识其差异之处，将有助于中国文学批评的深入发展；对日本和韩国的现象进行客观的分析和研究，将有助于中国文学批评

的多样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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