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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赖大仁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基本经验与教训——20世纪中国

文学批评转型研究》(批准号为98BZW004)，于1998年立项，2004年5月结项，其最终成果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

型》。课题组主要成员有：颜敏、宁媛。现将该成果的主要观点和基本内容摘编如下： 

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可以从多种角度、以多种方式进行研究与总
结，比如通史式历时态梳理描述的方式，横断式批评家论的研究方式，等等。这项成果
则试图从文学批评“转型”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即以文学批评形态论的观念与眼光，着
重抓住“现代转型”问题，来观照和论析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变革发展，并对其
发展演变作某些规律性的思考探究，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所谓文学批评“转型”，指的是文学批评形态的转变，即从一种批评形态转变为另
一种批评形态。以形态学的眼光看，一种成熟的文学批评形态，是由一定的文学批评观
念、方法、范式和话语构成的有机系统。其在理论批评层面，形成一定的理论体系；在
实际批评的层面，形成一定的批评模式。同样，所谓“现代转型”，则是以“现代意
识”，形成现代文学批评的观念、方法、范式和话语，从而构建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形
态。 

文学理论批评的变革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是以文学理论批评形态转换的方式实现
的。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在20世纪至少发生了两次重大转型。 

第一次重大转型发生在20世纪初，由古典文学批评形态向现代文学批评形态转变，
这是一个解构与建构互动推进的过程。这次转型大致走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国近代文学理论批评的转折与变革。这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从古典形
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一个必要过渡阶段，从文学观念到理论批评的方法、文体等，都发
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具有鲜明的近代特征。梁启超的社会功利主义文学批评观和王国维
的审美人生论文学批评观，分别代表了这一时期文学批评形态转换的两种基本取向，显
示了文学理论批评的系统性与开放性，标志着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从以往自我封闭式传承
演进，开始走向中西汇通交融的开放性发展，是文学理论批评现代转型发展的先声。 

第二阶段，从“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到二三十年代的“文学论争”。在这段
时期，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在对传统文学观念与古典文学批评形态扬弃的同时，寻求重
建，开始形成各种初具雏形的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形态，如以梁实秋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
或新道德批评形态；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以欣赏创造为特色的审美批评形态；以李健吾为
代表的以审美感受为基础的印象主义批评形态；以梁宗岱为代表的象征主义批评形态；
以鲁迅、茅盾等为代表的中国化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形态；以郭沫若等创造社批评家为
代表的浪漫主义(表现论)批评形态等等，从而呈现出多元化探索与建构的格局。这些文
学批评形态与当时的社会文化变革及其文学思潮之间构成彼此互动的关系，并且各种文
学理论批评形态与传统及外来理论之间也有着各自的渊源借鉴关系。 

第三阶段，三四十年代在社会变革与“革命文学”交织汇成的潮流中，整个新文学



迅速发生分化和自我调整，由多元化格局向主导性形态凝聚。在此期间，各种文学理论
批评形态此消彼长，不断分化与汇流，那些倡导纯艺术、纯审美的表现主义与审美主义
批评形态，以及基于普遍人性论的种种理论批评形态都渐次式微或转向，逐渐向现实主
义文学观念靠拢。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转型，在经历了世纪初的全面探索和多元化
发展之后，逐渐走向多元归一，革命现实主义理论与社会历史批评形态成为了当时的主
导性形态。冯雪峰、周扬、胡风、茅盾等人的文学理论批评，则体现了这种主导性理论
批评形态的思路、观念和方法；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可以看成是马
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的经典理论表述，标志着中国化的社会历史批评从具体批评模式
到完整的理论形态都已基本形成。这一文学理论批评形态显然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时代
意义，但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与偏颇。此后，在不断强化的政治革命进程中，革命现实主
义理论与社会历史批评形态在体系化的同时，也愈来愈政治化，并逐步由主导性向单一
化、极端化方向发展，最终导致文学理论批评的第一次现代转型的发展道路越走越窄，
失去其“现代性”的内质，不可避免地陷入僵化和危机。由此便带来文学理论批评的第
二次现代转型。 

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批评的第二次现代转型，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就是把经过
第一次转型发展，但不幸陷于僵化、偏离现代化发展方向的文学理论批评，重新扳回到
正常的轨道上来，继续其现代化发展进程；就是打破封闭僵化的政治批评模式，使当代
文学批评获得解放，走向开放性的探索发展。这同样是一个解构与建构互动推进的过
程。 

第二次变革转型的第一步，是在社会改革之初，对既已形成的单一僵化和政治化的
伪现实主义理论与伪社会历史批评形态进行解构，恢复现实主义批评传统，倡导和弘扬
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既是文学自身变革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对社会改革的有机配
合。第二步，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兴起文学批评方法论的探讨热潮。文学理论
批评在全面引进、借鉴和吸收西方文学批评方法的同时，着力寻求批评方法层面上的突
破，全方位探寻革新文学批评方法的可能性，形成了文学批评方法的多元化探索格局。
第三步，文学理论批评的变革转型继续向纵深推进，即深入到文学批评观念转变的层
面，并在此基础之上，寻求文学理论批评形态的重新建构。理论界提出了各种重新建构
的思路，如“西方文论中国化论”、“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论”、“马克思主义批评的
现代形态论”等等，也引发了种种争论。但目前还未形成稳定、成熟的新文学理论批评
形态，还处在进一步争论和探索的过程之中。 

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核心问题是文学观念、尤其是文学价值观念
的变革。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历来是文学本质观统一于文学价值观，以价值观为核心。传
统文学理论批评形成了注重社会功利性与注重艺术审美这样两种基本价值取向。在文学
理论批评现代转型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社会功利性的价值观和艺术审美的价值观本身
在发生现代变革，前者如从传统的教化功利论到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启蒙功利论、革命功
利论、政治功利论等的演进，后者如从自然审美论到人生审美论、形式审美论等的变
化；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功利性的价值观和艺术审美的价值观在社会变革与文学变革中的
相互冲突，此消彼长，由此构成了文学理论批评现代转型发展的曲折历程，造就了20世
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种种复杂形态。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批评的解构与建构，其核心
仍是文学价值观的问题，在政治功利主义的一元价值观被打破之后，原来被压抑的表现
主义与审美主义，还有闲适主义乃至消费主义等种种文学价值观都兴旺起来了，由此带
来了多元探索的局面，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活跃与迷乱都表现于此。 

    当前，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所面临的最大任务，是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形态的重新建
构。为此，要着重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当代文学观念、尤其是价值观的定位问
题，这是建构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形态的轴心，理论界提出“新理性精神论”、“新人文
精神论”等，显示了这样一种努力的趋向；二是建构的理论资源问题，即以什么样的理



论资源来建构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形态，理论界进行的“西方文论中国化”、“古代文论
现代转换”等的争论，都是围绕这个问题进行的；三是建构的现实基础问题，在当今全
球化与我国现代化交织互动的时代背景下，社会生活和文学形态都是充分多元化的，是
以审美性的文学现实为基础，还是以大众化的文学现实为基础来建构，是当今理论界正
在争论的一个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1999-2004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版权所有 
地址：北京市西长安街5号1号楼4层 邮政编码：100806 电话：010-66032841 , 010-66011398 

Email:npopss@public3.bta.ne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