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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现代文论史一直以“新文学”作

家出身的理论家与批评家作为研究对象，忽略

了在同一时空中从事古代文论与外国文论研究

的两类学者，这是值得反思的。现代文论史应

由新兴文论、古代文论研究、译介文论研究三

维构成，由此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现代的“文论

现代性”及“古今文论转换”等命题，并揭示现代

文论正是在“内生外缘”的双重影响下走出了自

己的理论生成之路。

   关 键 词：现代文论  三维空间  内生外缘

   

   长期以来，现代文论研究是仿照现代文学研究的，只将从事“新文学”创作的作家与批评家、

文论家作为研究对象。现代文学史以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来领衔布阵，现代

文论史也以鲁迅、周作人、茅盾、梁实秋、李健吾、胡风来领衔布阵。同时代那些从事古代文

论、译介文论研究的众多学者被忽略，无缘进入现代文论史，或进入了也仅仅占据次要的补充位

置。这使现代文论史的论述空间极其狭小，不符合丰富复杂的史实。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

随之而来的则是为古代文论与译介文论研究进入现代文论史提供必要的说明与路径。这不仅可以

改写现代文论史的构成，由新兴文论一维拓展至兼融古代文论与译介文论研究二维，形成现代文

论史的三维论述空间；同时，后二者的加入也会改变由“新文学”视角形成的单一评价局面，从而在

三维空间中产生交互评价，使得从事古代文论或译介文论研究的学者堂堂正正地获得现代文论史

地位，承认他们的创新性丝毫不亚于新兴文论家们。

   一、现代文论史不应只有“新兴文论”一维

   现代文论史一维空间的形成与其依附现代文学史紧密相关。“现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概念不

同于“古代文学”，前者是学科概念而非时间概念，故其所说的“现代”仅指处于“现代”时期的“新文

学”创作，不包括在此一时期里其他的创作活动，如文言的旧体诗词写作等。但“古代文学”概念不

同，它既是一个学科概念，也是一个时间概念，以时间性统摄学科性，用朝代划分文学分期，在

分期内不分文体、新旧、雅俗而平等对待不同创作样式。如“唐代文学”内既收散文、诗歌，也收传

奇，还收敦煌曲子词，不以文体作取舍；“明代文学”内既收散文、诗词，也收话本、戏曲，不以雅

俗作取舍。但“现代文学”不同，它只收以白话创作的“新文学”作品，不收以文言创作的“旧诗词”，

导致容量偏窄。殊不知这些旧诗词全面感应与表现整个现代时期所发生的家国大事，抒写诗人在

这个时期的心路历程与生命样式，甚至敢于记录“新文学”作家不敢记录的历史事件。忽略旧诗词入

史会导致“现代文学”面貌不完整，甚或关涉现代文学精神品质之丰润。现代文学研究者正在试图弥

补这一缺憾。我认同这种观点：放弃“现代文学”的学科概念属性而使之时间化，这样才能有大的起

色。如此，则现代文学史不仅包括白话文学作品，也包括文言作品——可引入旧诗词，甚至也可引

入此一时期出现的文言小说或笔记。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2000年前后提

出“民国文学”概念就体现了这样一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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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虽然重视了时间性，有联接“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功，意在打破

“现代文学”概念的政治单一性，建构文学审美论的文学史观，但没有真正解构“现代文学”的原有学

科属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仍然只是“现代文学”概念的审美化表述，它坚持“现代文学”学科

所认定的文体标准，从新角度讲述了“现代文学”学科遴选范围内的文学故事，只在数目详略上有所

改变而已。如强调：“在中国文学史上，从来未尝出现过像本世纪这样激烈的‘形式大换班’，以前那

种‘递增并存’式的兴衰变化被不妥协的‘形式革命’所代替。古典诗、词、曲、文一下子失去了文学的

正宗地位，文言小说基本消亡了，话剧、报告文学、散文诗、现代短篇小说这样一些全新的文体

则是前所未见的”，所以是一场从“古代中国文学”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全面转型。①这种说法

虽然意识到了“断裂”中也有联系，不过所指是精神上的而非文体上的，且认为精神联系只能发生在

新文体对于传统文化精神的继承上，并不承认旧文体既具有继承传统文化精神又具有面对新时代

问题的感应与表现能力。这种仅从话语形式上辨识文学的古今转变，不仅使“古典诗、词、曲、文”

失去文学的正宗地位，而且失去被写进现代文学史的资格。三位作者在1985年撰写此文时，以他

们所学现代文学专业来看，均出自王瑶门下，必然以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为学习对象与范

围，还很难深入理解旧诗词创作。那时，就连很多现代著名作家张爱玲、金庸等人都没有正式进

入现代文学史，怎么会考虑让身份极其复杂的旧诗词作家进入现代文学史呢？钱理群在2011年出

版与他人合编的《二十世纪诗词注评》，开始关注旧诗词。此时亦有不少关于旧诗词入史问题的

讨论，可惜意见不统一。②钱理群撰写了长篇序文，提出旧诗词是“一个有待开拓的研究领域”，却

没就入史的审美标准与具体路径等问题发表意见。旧诗词入史牵涉到“现代文学”作为学科概念的存

亡，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将会重新定义，事关重大，人们往往不愿遽下判断。现代文学史至今不收

旧诗词，是主张入史的力量远远小于反对入史的力量所致，同时，也是不知道怎么将旧诗词领入

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困境造成的。

   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的“民国文学”概念，缓解了“现代文学”与旧诗词之间的紧张关

系。有学者指出：“‘民国文学史’概念的提出，有效地解决了所谓新文学和旧文学、雅文学和俗文学

等的兼容问题。比如，在民国时期，鸳鸯蝴蝶派等人的通俗小说创作、旧体诗词创作是文学史发

展过程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们和所谓的雅文学、白话新诗的创作，好像飞鸟的两只翅膀一

样，只有双翼舞动才能形成一种相互协调、共同支撑的良好局面。我们如果严格地在现代性的结

构框架中，寻求文学的现代化，狭隘地划定文学史的边界范围，那么，这些文学现象是不能够顺

理成章地进入现代文学史教材的。”③如果全面地承认这一点，又提出“共和国文学”，这就完全接

上了“古代文学”的时间命名属性。这样的话，如果还保留“现代文学”称谓，但将其视为时间概念，

现代文学史所包容的对象就会极大地拓展开来，大体可包括白话体作品、旧体诗词、其他文言创

作、影视剧本、流行歌词等。同时，也必然产生价值重估，如一些新诗人在原来的文学史上地位

较高，一旦引入旧诗词、歌词以后，他们的地位就有可能下降，要让位于更优秀的旧体诗词、歌

词作者。

   依此而言，原来以“现代文学”学科概念而定性的现代文论史也应做出调整。如果将现代文论

视为开始于晚清而至今还在发展中的所有文论实践，那么，现代文论史将会极大扩容。同时，将

现代文论史作为某一段时间内的文论实践史来看，也有一个与外来文论的对话交流问题。我们当

然不能将翻译成中文的外来文论直接纳入中国现代文论史，但那些翻译外来文论而留下的译介研

究，却应成为现代文论史的一部分，它们可能深度地影响了现代文论的发展与性质。

   因此，现代文论史不应只有以白话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批评与理论即“新兴文论”一维，同时应

有以古代文论为研究对象的“古代文论研究”一维，还应有以翻译外来文论而形成的“译介文论研究”

一维，现代文论不是新兴文论的“一维空间”，而是同时兼容古代文论研究与译介文论研究的“三维

空间”。下文，我想谈谈古代文论研究与翻译文论研究在现代文论史上的地位与意义。

   二、现代文论史的“古代文论研究”维度

   将古代文论研究纳入现代文论史不是一个应该慎入的问题，而是一个急入的问题。邀请它的

加入，不仅因为它属于现代时期的文论思考，也在于它的加入将使现代文论面貌焕然一新，这不

仅是材料上的新，也是体系上、观念上的新。现代文论史上的古代文论研究是指针对古代文论史



上的问题所进行的专题研究，尤其是新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众多著作，集中体现了古代文论研究

达到的学术高度。近年来，古代文论研究界已经对这些成果进行了深入反思与总结，④讨论了它

们与现代文论的重要关联，说明它们是在现代视野中所进行的古代文论分析，虽然不能说就是现

代文论的同义语，却完全可以看出它们的理论取向是现代的。在古今对话中形成的文论观既包含

古人智慧，也包含今人智慧，既返回古代文论的原典以求历史的真谛，也体现现代文论的原理以

求文论的新知，这为现代文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内容，甚至提供了超越时兴文论观的更为深邃的

理论见识。

   朱自清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编写的评价，鲜明地点出了从传统“诗文评”到现代“文学批评”的

变化。这一变化是“外来意念”与“我们的材料”结合的过程，但也是返回中国古代语境完成恰当评价

的过程，这种西化与中国化构成的占有、冲突及调适，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书写得以成立的学术依

据，同时也证明其处于现代文论史的发展脉络中。他指出：“‘文学批评’原是外来的意念，我们的诗

文评虽与文学批评相当，却有它自己的发展……写中国文学批评史，就难在将这两样比较得恰到好

处，教我们能以靠了文学批评这把明镜，照清楚诗文评的面目。诗文评里有一部分与文学批评无

干，得清算出去，这是将文学批评还给文学批评，是第一步。还得将中国还给中国，一时代还给

一时代。按这方向走，才能将我们的材料跟那外来意念打成一片，才能处处抓住要领；抓住要领

以后，才值得详细探索起去。”⑤这表明三点：其一，建构中国文学批评史是现代认识的产物。“中

国文学批评史的出现，却得等到五四运动以后，人们确求种种新意念新评价的时候。这时候人们

对文学取了严肃的态度，因而对文学批评也取了郑重的态度，这就提高了在中国的文学批评——诗

文评的地位。”⑥在中国传统中，诗文评排在“经、史、子、集”这个序列的集部之尾，是不受重视

的，引进西方文学批评概念后才使诗文评独立出来，与其他部门平起平坐。其二，发挥文学批评

的选择权，将诗文评中非文学的构成部分清理出去，建构符合现代意义的文学批评史。其三，坚

持“将中国还给中国”“一时代还给一时代”的阐释原则，以免用现代的文学批评概念取消古人文论的

独特性，所以朱自清对使用“纯文学”与“杂文学”概念来写批评史持谨慎态度，“以纯文学、杂文学

的观念介乎其间，反多一番纠葛”，⑦认为“并不是现代的套子，随意就可以套在史实上”。⑧他举

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从“纯文学”的角度看，经史子集不算文学，但是在中国历史上，“经史子集都

可以算是文学。经史子集堆积得那么多，文士们都钻在里面讨生活，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为文

学，当然集部的文学性也许更大些”。⑨这是指出，简单地套用文学批评概念去看古人，会忽略古

代文学概念的特殊性与丰富性。由此可知，古代文论研究一方面是返回古代的知识考察，一方面

是体现现代意识的文论建构。从后一方面看，古代文论研究当然属于现代文论史；即使从前一方

面看，也是间接地属于现代文论史。由研究古代概念可达成与现代概念之对话，那不也属于现代

文论史吗？

   一旦转变了观念，将古代文论研究纳入现代文论史，就会发现古代文论研究确实是现代文论

之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下面不妨略举几例加以说明。

梁启超1902年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主张文学与政治结合而启发民智，影响社会。“五

四”以后，他的文学观发生变化，倡导情感说，发表《情圣杜甫》《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

等文，在后一文中，他将中国韵文史上的情感表现划分为六大类：奔进的表情法，回荡的表情

法，蕴藉的表情法，象征派的表情法，浪漫派的表情法，写实派的表情法。前三类说法纯粹是中

国式的，后三类取自西方分类，与黑格尔关于艺术史的“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划分相关。他自

述写作宗旨：“我讲这篇的目的，是希望诸君把我所讲的做基础，拿来和西洋文学比较，看看我们

的情感，比人家谁丰富谁寒俭？谁浓挚谁浅薄？谁高远谁卑近？我们文学家表示情感的方法，缺

乏的是那几种？先要知道自己民族的短处去补救他，才配说发挥民族的长处。”⑩梁启超当然相信

中国的表情方法更丰富。从研究对象言，这是一篇属于古代文学研究的论文，但从它所呈现的“六

大表情法”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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