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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特色文学史学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

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

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构建中国特色文学史学体系是着眼于全球化浪潮，以20世纪中

国文学史写作实践为实证基础，总结三千年中国文学史思想的演进历程、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范式、西方文学

史理论在中国的影响与传播及中国文学史家的探索思考，对中国文学史写作未来发展的总体性建构。

　　中国文学史写作如果从1904年林传甲为京师大学堂撰写的《中国文学史》算起，至今已有117年的历史，其

间产生的各种体裁中国文学史著作已逾2000种，还不包括港澳台和海外学者撰写的文学史著作。在这些著作

中，特色鲜明能称为经典的寥若晨星，千篇一律的现象却比较普遍。郑振铎在《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一文中

明确指出撰写文学史的两个原则：一是要充分认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二是要注意一个国家发展所走的独特道

路以及文学对此反映的特殊性。梳理20世纪的众多文学史著作、各种写作范式及文学史家的不同文学史观会发

现，在史著浩繁、体例多样的文学史著作中，运用我国传统文学史观或中国古典文学史理论且能坚持和实现郑振

铎提出的两个原则的几乎阙如。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很多，缺少中国特色文学史学理论体系的引领和指导是其

中最重要的原因。如何才能形成代表中国文学史写作水平、充分展现中国文学风貌，并能产生世界影响的中国文

学史著作？这是摆在每一个文学史家面前的现实问题。

　　构建中国特色文学史学体系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文学实际。中国特色文学史学体系主要

有三个板块：文学史基础理论（又称文学史哲学）、文学史一般理论、文学史操作理论。重点主要有：构建比较

完整的中国特色文学史学框架；中国话语的内在构成与实现路径；提出与中国文学特征和中国文学精神相适应的

新概念、新范畴、新术语；创造中国话语的新理论、新思想、新观念、新表述、新主张、新规则、新标准、新路

径、新方法。难点主要有：如何充分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充分表达中国思想、中国理论、中国

文化，做到立足现实、面向时代、开放融通？如何做到既具有民族性、继承性，又具有时代性、现实性；既具有

理论性、专业性，又具有创新性、原创性？如何达到文学史学框架体系的完整性与延展性？构建中国特色文学史

学体系应实现以下几个具体目标：继承中国文学传统，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符合中国文学特点，彰显中国文学精

神；努力创新勇于探索，形成完整框架体系；讲好中国文学故事，传播中国文学思想；开展文明交流互鉴，坚持

文学平等对话。

　　构建中国特色文学史学体系必须具备一种哲学意识。文学史学是对文学史研究的再研究，是对文学史主体思

维的再思维，它所关注的不是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发展过程及其演变规律，而是文学实践所必须坚持的基本概

念、基本原则、基础理论、思维模式等具有普遍性的东西，因此也称为“文学史哲学”。所以，它作为文学史家

的思维能力、理论水平、精神风貌的载体，不仅仅是各种文学史概念、范畴、术语、表述的简单转换或替代。文

学史的哲学思考必须以中国文学史的三千年传统积淀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的百年实践为历史前提和实证基

础，适当借鉴国外的文学史理论与写作经验，以当前中国文学发展面临的问题为中心，努力使现实问题转化为理

论问题，逐步推进中国特色文学史学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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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齐泽垚）

　　构建中国特色文学史学体系必须以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术界关于文学史理论的探讨与建构为理论基

础。文学史学的全面建构开始于90年代，先后涌现出陶东风的《文学史哲学》、葛红兵的《文学史学》、温潘亚

的《文学史学》、董乃斌主编的《文学史学原理研究》、陈伯海的《文学史与文学史学》、佴荣本的《文学史理

论》、张荣翼和李松的《文学史哲学》等一批高质量文学史学著作，积极探索并构建了比较完整的文学史学框

架。关于中外各种文学史观、文学史研究方法的研究，有王钟陵的《文学史新方法论》、钟优民主编的《文学史

方法论》、朱德发的《主体思维与文学史观》、张福贵等的《文学史的命名与文学史观的反思》等。关于中国文

学史学史的梳理和研究，则以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学史》为扛鼎之作，以及付祥喜的

《20世纪前期中国文学史写作编年研究》和温潘亚等的《百年中国文学史写作范式研究》等。上述研究为构建中

国特色文学史学体系奠定了深厚扎实的理论基础。但限于特定的历史条件、研究基础、理论视野和学术背景，这

些研究大多尚未充分彰显中国文学特质，其文学史学体系构建也不很全面。

　　构建中国特色文学史学体系必须对贯穿和影响我国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的西方文学史理论和写作范式

进行反思。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新旧力量的冲突与较量，中国文学开始向现代转型，中国文学史写作也

相应出现。尽管文学史家在主体建构上作出了不懈努力，但一直没有摆脱西方文学史写作范式的统摄与统驭，没

有走出“被译介的现代性”的阴影。到了五六十年代，研究者又普遍采用从苏联文学理论中移用过来的文学史观

和文学史研究方法。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史理论的探讨与构建有过短暂的兴盛，后迅速归于沉寂，其根本原因还

是中国文学史写作仍深受西方文学史写作范式的影响。近年来，反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批

评”思潮、解构主义、海外“中国学”等在中国学术场上轮番登台，很是热闹，以致当前中国的文学史研究和写

作，如不引用一些当代西方学者的概念、命题、观点、论断、范畴、方法和话语，就显得很不“学术”、不够

“新潮”、也不“前沿”。特别是随着海外“中国学”思潮的引入和国外学者撰写的各种中国文学史著的译介和

出版，许多中国文学史家愈发怀疑自己原有的认知，失去了把握和阐释中国文学史的自信。但是，历史告诉我

们，构建中国特色文学史学体系必须走出西方文学史话语的藩篱，提出基于中国文学实际、符合中国文学特质、

能够阐发中国文学精神的基本理论、基本问题、基本概念。这是一项亟待深入展开的基础性工作。

　　在数字人文时代，构建中国特色文学史学体系还必须运用现代技术，推动研究的科学化、实证化。要建设中

国古代文学史理论、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实践、文学史理论研究成果等数据库，将数字化研究与纯理论演绎相

结合，进行文本挖掘、语言计算，从而提出影响、深化文学史学体系建构的新范式和新话题。

　　构建中国特色文学史学体系是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与历史任务，是中国文学呼唤新的书写观念和编撰方式、

要求学科建制和学术体系作出改变和调整的内在需求。以中国话语为立足点进行文学史学体系构建，可以为中国

文学史写作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证支持，为撰写文学史经典提供助益和启示。将文学史学的思辨性与培养新时代创

新型人才的现实需求相连通，可以增强研究的现实意义与应用价值。突出和强调契合中国文学特质，探寻中国文

学规律，阐释中国文学思想，能够助力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及文明与文化的多声部合唱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百年中国文学史写作范式研究”（10BZW01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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