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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有“温度”的古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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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野与方法’，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两个话题。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

‘方法’与学术技巧相关联，而‘视野’则与思想境界密切相关。文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的实现，最终取决于研究者的思想境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刘跃进表

示。

  11月23—24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视野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古老的文

学研究如何在新方法、新视野的探寻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学

者。

  构建时空纵横的文化史图景

  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学者习惯于以朝代更替作为文化分期的依据。近年来，以时

间、空间双重维度为参照系的文学地理研究、家族研究、地域研究逐渐兴起。学者认为，

横向的地域研究是考察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维度，理应被纳入研究视野。

  “中国文化史有两个坐标，一个是时间的坐标，一个是地域的坐标。对中国文化的研

究需要探索一条新路，要将时与地综合起来加以考察，需要对文化史的分期重新界定，也

需要补充地域文化的内容。”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袁行霈说。

  袁行霈认为，文化史的理想分期法应该依据文化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灵活处理。统一

的中国文化有各种分支，不研究地域文化就难以全面阐述中国文化的历程。中国文化的发

展，不是单线演进，而是立体推进的，学术界应共同努力，构建一个文化史的立体模式，

描述时与地整体演进的图景，再现时与地的交叉与错位。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兆鹏主持的“唐宋文学编年系地信息平台建设”项目是对这种

时地观的实践。“已有的文学编年史注重作家活动和作品创作的时间，而忽略作家活动和

作品创作的地理空间，文学研究富有时间感却缺乏空间感。我们比较清楚每个时代文学史

的历时性变化，但不清楚每个时期文学史共时性的空间分布与变化。通过这个平台，可以

了解每个历史时段作家作品的地域分布与变化。”王兆鹏说。

  古代文学研究不妨“脱欧入亚”

  20世纪以来，受西学东渐的影响，我国古代文学研究因借鉴吸收西方理论而呈现新的

面貌。在我国学术蓬勃发展的今天，学界开始重新审视中国传统学术与西方学术的关系：

是削足适履还是量体裁衣？如何在借鉴的基础上创新？

  西方的方法何以能适应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昌集认为，中

国传统“国学”的立场和研究方法与“西学”有所不同。中国古代之文学释读的旨归是 

“知行合一”，对古人的认知和感悟最终内化和凝聚到当下创作中；而西学则把文学历史

作为认知对象，以建构某种系统化、理论化的认知体系为学术旨趣。在“西学”方法深刻

影响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下，我们需要反思的是：西学化研究将古代文学作为一种外在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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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对象化”知识，是否符合文学的本质？

  “我们应当将过去静态的、纯粹‘对象化’的研究，转化为动态的、‘认知’和‘内

省’相贯通的研究，提倡和探索古代文学的生态学、功能学和行为学的研究视野和方法，

从历史变迁中探究传统的生成和变革，阐释中国文学对世界的贡献。”李昌集说。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张伯伟认为，20世纪的中国研究，是以西方的、欧洲的、美国的

观念为中心；而21世纪的中国研究则应当返回东方、返回亚洲、返回中国。此外，张伯伟

提出了“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观念。“将域外汉籍作为中国文化的对话者、比较者和批

判者的‘异域之眼’。汉文化圈中的汉文献整体就成为了一种新的思考模式和新的研究方

法。以汉文化圈为方法，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汉文化，更好地解释中国与世界的关

系，最终更好地推动东亚文明为人类作出贡献。”张伯伟说。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魏崇新表示，古代文学研究借鉴引进西方理论需要考虑立足点问

题，不应标新立异、生搬硬套，而要借鉴西方理论之理性思维、缜密逻辑、系统体系，创

造自己的理论术语与理论体系。

  文学研究不应脱离当下生活

  “我们确实应当认真地想一想当代学者的使命是什么？这个时代的主题是什么？我们

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什么？”面对古代文学研究日益陷入书斋之学的现实，刘跃进向学术界

提出了三个反思之问。

  刘跃进认为，当前古代文学研究面临一些问题，比如有的学者越来越匠气化，平面克

隆自己；有的学者标新立异，贪多求快。他表示，“做学问，题目可以有大有小，但是，

却要有宽广通透的学术视野和关注现实人生的精神境界。否则，我们的学术只能越做越技

术化，而缺少人文情怀；越来越脱离社会，而引起人们对文学研究的误解乃至排斥。”刘

跃进进一步强调，“解决研究者的思想境界问题，这才是问题的本质。”在他看来，真正

优秀的研究工作者，要站在历史的高度，深刻地理解人民大众，密切关注时代变迁与社会

发展，如此才能获得发展的生机，提升学术的品位。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廖可斌也认为，现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两种状况比较严重，即重

复和琐细。古代文学研究越来越变成了一系列文学史知识的堆积，越来越失去温度，失去

生活的气息、人的气息。

  那么，如何拓展古代文学的研究空间？廖可斌认为，应当回归生活史和心灵史。即是

说，凡是与文学有一定关系的生活现象、心灵现象，不管是文人的还是平民的，都可以研

究。“探讨文学作品反映了怎样的社会现实和人们的精神生活，它们与当代人的生活和思

想感情具有怎样的联系，能为当代人的现实生活和思想感情提供怎样的经验和滋养，应该

是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只有这样，文学研究才能与当代人的生活保持联系，才能对当代

人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产生影响。”廖可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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