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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文艺学中的“文化研究”
李卫华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具有特定意义指向的西方学术与人文思潮，对中国学术

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尤以文艺学界对之反应最为强烈。一些大学的中文系纷纷成立“文化研究中

心”，一些有影响的文艺学博士点也改名为“文化研究”博士点，而更多的文艺学博士点将“文化研

究”作为博士生入学的必考科目。有些学者甚至主张以文化研究替代原有的文艺学，特别是文学理论的

研究。目前国内文艺学界对“文化研究”思潮虽然也有不同程度上的怀疑或质疑，但总的来说还是以正

面接受为多。可以说，“文化研究”的著译作品已经形成近些年出版界一道十分抢眼的景观；而发表在

各种学术刊物上的关于“文化研究”的上千篇学术论文，更证明着“文化研究”的热潮并未退去，仍在

不断高涨。

    “文化研究”被引入中国的文艺学界，并产生如此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对于中国的文艺学建设和发展

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它通过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打破了学科之间人为的藩篱，扩大了文学研究

的领域，增强了文学研究中的批判意识。但是，随着“文化研究”的引入，文学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也不容忽视。

    首先是文学研究对象的无限泛化。随着“文化研究”被引入文艺学界，一些学者提出文艺学的自我反

思，以及文艺学的“扩容”、“越界”问题。从历史上来看，“文学”的定义其实本来就是在不断变化

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越界”和“扩容”其实是文艺学发展中的正常现象，尤其是在中国社会转型

的今天，“文学”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文艺学当然也要随之变化。问题是，“文学”从古至今虽然一

直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但文学之为文学，仍然有其质的规定性。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本质主义的思

维方式；只有将文学的本质抽象化、固定化，脱离了其产生的历史语境，才是本质主义。如果因为反对

本质主义而否认文学之为文学的本质，那就只会把文艺学的研究对象变成不可捉摸的或无限泛化的。当

前文艺学研究中，就明显存在着把研究对象无限泛化的趋势。一些学者专注于城市规划、购物中心、街

心花园、超级市场、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环境设计、居室装修、健身房、咖啡厅等等的研究，这些

问题当然值得研究，但如果把它们当作文艺学研究的核心对象，把这种研究当作文艺学的主导范式，把

“文化研究”当成文学研究的发展方向，甚至要用文化研究来取代文学研究，则是不可取的。必须说明

的是，文艺学与“文化研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学术研究。文艺学是一种学科建制之中的学术研究，它

有自己明确的学科规范，尽管这些规范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文化研究”则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它

建立在对学科体制批判的基础上，寻找学科划分的缝隙和裂痕，并由之展开自己的学术话语。二者是相

反相成的关系：一方面，任何学科体制都是有局限的，十全十美的学科分类不仅不存在，而且不可能存

在，因此，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另一方面，“文化研究”作为对学科体制的批判，又

必须建立在学科分类的基础上，离开了学科分类，所谓缝隙、裂痕、交叉、综合都无从谈起。换言之，

“文化研究”的价值在于不断对现有的学科体制进行反思，而不是取消学科分类，回到混沌未分的前学

术状态。如果有一天“文化研究”真的取代了包括文艺学在内的所有学科分类的研究，那不但是分科分

类的学术研究的末日，也是“文化研究”自身的末日。

    其次是文学研究中对于审美价值的忽略和放弃。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二者的

研究目的不同。文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作品的审美价值，这一揭示过程中可能涉及许多文化因素，如

政治、哲学、伦理等许多方面，但审美价值是其最终旨归。“文化研究”的目的则在于揭示某一文本的

文化内涵，它可能从某一部文学作品出发，但在这种研究中，文学作品仅仅作为例证，用来说明其所反

映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审美趣味、社会时尚等等，而作品本身的艺术性却被搁置不论了。“文化研

究”的倡导者认为，“文化研究”的内容比“传统的文学研究”要丰富、复杂得多，“已经不是简单地

揭示对象的审美特征或艺术特征，而是文化生产、文化消费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复杂互动”。但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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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艾略特所说：“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丰富也是一种贫瘠，因为当人们根据别的学科来评判文学

时，纯文学价值——即对优秀作品本身的鉴赏——消失了。”在当前的文艺学研究中，一些学者没有意

识到这两者的区别，又错误地把“文化研究”作为文学研究的发展方向，结果导致了把文学文本仅仅当

作某种文化的例证，把研究的目的锁定为“获取”文本所“给予”的阶级、性别和种族等种种意识形态

内涵。在这样的研究视野下，一个三流或不入流的作品与一流的文艺作品的区别完全消失了，因为它们

都是例证。更重要的是，在这种研究中，文学之为文学的根本——“文学性”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随着“文化研究”影响的不断深入，它给中国文艺学界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日益明显。文学属于文

化，对文学的理解必然离不开对文化的理解。但是，如果把研究的目的规定为挖掘和分析文学背后的文

化，这种研究就不再是文学研究，而变成了历史学、文化学的研究。必须强调的是，文学研究和“文化

研究”是两种不同的学术研究，它们可以互相借鉴，但不能互相替代；文学研究必须以文本细读为基

础，并以审美价值为旨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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