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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吉林大学文学院刘中树教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外文化与二十世

纪中国文学”，于1996年立项，2003年6月结项。其最终成果为专著《多重对

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和《在世界文化中创造中国现代先进的民族文化— —关于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理解》等论文。课题组主要成员有：陈方竞、张福贵 。  

 这项成果阐述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各种文化思潮的文化取向，论

析了中国文化现代化与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总结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

历史经验，阐明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并在此理论认识指导下，全面、深

入地论析了在中外文化的交流、碰撞、融汇过程中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发生。重

点是针对“众声喧哗”的“五四”，辨析出陈独秀及其创办的《新青年》与蔡元培

及其开创的北京大学在变革取向上的“同”与“异”，剥离出在五四话语中心存在

着“S会馆”与“一校一刊”相结合的北大存在着相对峙与抗衡的一面；进一步又提

出“S会馆”本身即是三角张力，存在着鲁迅与钱玄同、周作人之间 的异中之

“同”，特别是同中之“异”，这“异”又是一种根本之“异”——由此在五四众

声喧哗中展示出不同层面的多重对话，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就是在这多重对话中发

生的。  

一、在世界文化中创造中国现代先进的民族文化。  

从二十世纪初始至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都处在现代化的转型过程

中，伴随着历史进程，不乏理论思潮的论争和实践的探索。总结一个世纪的历史经

验和教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

现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各种西方文艺思潮都涌入



中国，对中国文化和文学产生着不同的影响；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

化虽然唱响的主旋律是时代的最强音，然而，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以

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也使文化结构

呈现出多元交织并存的格局。各种文化思潮相互冲突、融汇，从不同角度划分出不

同的文化取向，纵横交错。无论是二、三十年代还是八、九十年代，各种文化思潮

的发生与发展都有其存在的客观性，各种文化态势以及他们之间的交锋，都可以找

出其话语的文化语境和社会土壤，都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必然产物，也

都自然地牵涉到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关键性问题，即怎样建构中国现代文化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值得注意的是，有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论，即传统文化本位论（本土

化）与西方文化本位论（西方化）。这是近代中国启动现代化工程以来一直没有解

决却又无法回避的老问题。我们认为，无论是传统文化本位论还是西方文化本位论

都是偏激的，是对全球化的单一化理解，都不可能为中国现代民族文化建设提供科

学的建设性意见。我们必须坚持文化的同一性与特殊性、多元化和民族化相结合的

原则，尊重传统，而不为传统所束缚，吸收西方文化而不是西方化。中国文化要完

成现代化转型，必须把自己融入世界，但是融入世界又不等于丧失自我，而是要在

世界文化中按照“三个代表”思想所提出的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来创造中

国现代先进的民族文化，也就是既吸收了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优秀成份，又超越

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二、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发生  

深入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关键问题是：中外文化与清末明初文学

变革；《青年杂志》的诞生与《新青年》发动批孔和文学革命；蔡元培的中西文化

观及其对北京大学学术化氛围的开创；章门弟子，主要是鲁迅、周作人对章太炎学

术思想的承续与发展；中外文化与五四新文学的发生及源流；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

中心在道德主义、世界主义、科学主义、语体变革等问题上的多重对话。  

1、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是在外部与内部双重因素的推动下发生并实现的。外部



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内部则是根本。只有在外部世界的强烈刺激下产生了亡国灭种

的民族生存危机，已经感受到外部文明示范的国内地方势力和民间知识精英才起而

要求中国社会变革。较之具有现代化取向的地方势力，民间知识精英占有更多的现

代化资源，因而具有更为强烈的变革意向。辛亥革命后，正是一批来自民间的知识

精英为推动社会转型发动了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运动。因而清末民初的文学变

革一开始就与民族独立自强运动有着内在的联系，并影响与制约文学从传统向现代

转变的内容、特点及历史进程。历史造就了近代北京在中国社会及思想文化包括文

学变革中的核心地位；新兴现代都市上海成为孕育文学变革的温床。中国知识阶层

在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从民间传统士绅阶层中分化出来，他们与文学

有天然联系而多富于浪漫气质和乌托邦理想，他们又是近代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受西

学影响最深，对现实感觉最敏锐的群体，因而具有强烈的社会和思想文化变革愿

望，成为推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文化文学变革的主导力量。  

2、为突破清末民初社会思想文化的原有格局，确立新的变革起点，1915年9月

陈独秀等皖籍新型知识分子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月刊。《青年杂志》创办的

主要意义是对清末民初的思想文化变革的承续和超越。《青年杂志》本着思想启蒙

宗旨，在两个方面突破了清末民初思想文化格局：其一是对个体与群体关系的认

识，充分肯定将“个体”置于“群体”（国家、民族、家族）之上的个性主义思

想；其二是对东西方思想文化关系的认识，将东西方文化截然对立，以西方为人类

文化的中心，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这种“矫枉过正”的思潮，也体现了陈独秀

创办《青年杂志》要“从新作过”的主导意向。1916年9月1日，《青年杂志》更名

为《新青年》复刊出版，适应形势发展和推进思想启蒙的需要，开始由上海向政治

中心北京寻求发展，发动批孔并提倡文学革命，从而切入并主导了民初思想文化变

革主潮。  

3、蔡元培与上海新兴都市文化有深刻联系，较早产生直接面向欧美的文化取

向。他自身广博的中西学修养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的中西学主体建构，形成他的中



西文化观和教育观。他对康德美学观的普遍性、必然性内涵的借鉴与广泛性运用，

在相当程度上使他提倡的思想文化变革主要是在学术领域，并得到学理性支撑，开

创了北京大学学术化氛围，推动了北京大学富有创造性的思想文化资源的产生，成

为近代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变革的重要动力  

4、清末民初执学术思想文化变革之牛耳的章太炎的学术思想，具有与宋明理学

相悖的非主流性质和背离主导意识形态的民间化特征，体现了从清代“边缘化”的

江南文化衍变与崩溃中游离出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学术化取向。“S会馆”的鲁

迅、周作人、钱玄同等章门弟子的变革取向是对章氏学说的“承续性发展与超

越”，他们介入“一校一刊”的北大，在五四时期以特有的文学方式推动了为蔡元

培和陈独秀难以推动的思想文化变革不断深化并以其文学实践标志着中国新文学的

发生，说明章太炎与鲁迅的承续性出现，在中国近现代之交历史发展中具有特殊的

价值和作用。  

5、鲁迅一方面与背离宋明理学的浙东学术及江南知识阶层学术化取向主要是章

太炎学术思想有承续性联系，并在自我生存的困境中不断深化；另一方面，鲁迅着

眼于“人”的问题，汲取了西方生物进化论主要是其自然人性论，提出对本于

“诚”与“爱”的人的“天性”的追寻以改造国民性，呈现出与西方对近代文明的

质疑与否定而产生的现代主义先驱者的同步思考。鲁迅等“S会馆”中人对文学变革

的理论认识和文学实践，也介入了在变革中心“众声喧哗”中的不同层面的深层次

多重对话，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正是在这种对话中发生并不断发展的。  

6、在中外文化的背景下，论析新文化和新文学倡导者在中外文化交流、碰撞、

融汇过程中的历史行为，深化对鲁迅早期、前期思想和创作的认识，深化对蔡元

培、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的认识；论析直接促成“五四”新文学发生的三种主要

成分：承续并发展章太炎学术思想并较早进入北京大学的章门弟子的文学观构成新

文学发生的“内源性”成分；陈独秀和胡适的文学观作为两种不同因素，构成新文

学发生的“外源性”介入成分；此外，最早进入北京大学的严复（包括林纾）的思



想及文学观，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成分，从正反两个方面作用于新文学。  

7、通过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倡导者在道德主义、世界主义、科学主义、语体变

革诸问题的多重对话，辨析他们之间的异中之“同”、同中之“异”，深化对“五

四”新文学的发生、源流与中外文化的关系的认识。  

三、该项成果的主要建树与创新  

改变了对中国新文学发生的既有认识框架，突出了从章太炎到鲁迅的思想发展

线索，而确立了“S会馆”主要是鲁迅在五四话语中心所起的独立作用，从而建构了

两个相承续并体现逐步深入的认识框架：一是“S会馆”与“校”与“刊”在五四话

语中心呈“三足鼎立”；二是“S会馆”本身又呈“三角张力”。这种整体认识框架

的变化深化了对五四新文化和五四新文学倡导者的认识，也深化了对整体问题的认

识，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一些简单化的认识，从发生学角度揭示了在多重背景下的

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在研究范式上形成生存境遇、文化意蕴、审美机制三者的结

合，以“生存境遇”为前提和内核，注重了“生存境遇”这一根本性因素，因而在

对“中国新文学发生”的描述中突出了“中国主体”的作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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