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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歧途到正途：中国后殖民批评的价值何在？

[ 作者 ] 刘俐俐 

[ 单位 ]  

[ 摘要 ] 后殖民理论与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已经是个老话题，但回应是当下性的。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摆脱简单地对后殖民理论表示赞成或反

对、而超越于后殖民理论本身，努力摆脱误读走向正读的阶段。我们已经认识到，对任何西方的文学理论，都应考察它的产生基础和背

景，考察它横移到中国本土后在哪些方面可以经过选择性及创造性的吸收，融汇在中国的文学批评之中，哪些方面是无法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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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殖民理论与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已经是个老话题，但回应是当下性的。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摆脱简单地对后殖民理论表示赞成或反

对、而超越于后殖民理论本身，努力摆脱误读走向正读的阶段。我们已经认识到，对任何西方的文学理论，都应考察它的产生基础和背

景，考察它横移到中国本土后在哪些方面可以经过选择性及创造性的吸收，融汇在中国的文学批评之中，哪些方面是无法融合的。一、选

择及创造性地运用是必须的。后殖民理论是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和福柯的知识话语理论等后现代主义为基础的，为的是解构西方霸权的文

本系统，反思和批判殖民历史结束以后文化殖民的延续等。它的产生无疑是根植在西方对东方和印第安人的殖民历史事实之上的。这与中

国历史背景有所不同。中国在事实上从来没有过纯粹意义的殖民地历史，从十九世纪乃至更早开始，中国人就曾经主动地而不是被动地向

西方求新法。正如鲁迅所描绘的："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

中国的脊梁。"（《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第6卷）因此，运用后殖民理论所考察我们的文学，就面临着和西方不同的

历史文化背景，因为简单地将后殖民理论横移过来，文学批评中出现了对中国文学的历史和现状的错误理解和判断。比如有的学者

说："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主潮一直未能摆脱殖民话语的诅咒和帝国霸权的控制。"（见《文化新殖民的一文》，载《读书》1996年2期）

必须选择的第二个理由是，事实上，对后殖民理论的误读已经存在。徐贲的专著《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和赵稀方的论文《中国后殖民批

评的歧途》及其他一些学者都曾经描述过误读的情形及原因。他们主要批评张颐武所谓的第三世界批评，认为："在中国的后殖民批评

中，后殖民理论是作为一种消解西方现代性话语、建立中国的’民族性’的工具而出现的。"而这样的理解运用后殖民理论，正与萨义德

所持的对民族主义批评态度相反。而徐贲则更尖锐地指出，民族的本土的批评姿态，是知识分子为自己增势、借国家和民族在全球化语境

中与西方相比的弱势而求得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的表现。其中蕴涵的对于后殖民理论在中国被误读的更深层的文化和知识分子根性的批

评也是显而易见的。二、选择什么？选择是对选择对象的认识过程，选择包含有识别、确认、判断的意义在里面。在中国的文学批评中，

应该选择后殖民理论的精髓和思想方法，而不是简单地将其从西方横移到中国。笔者以为，后殖民理论如下精髓和思路值得融入中国的文

学批评。第一，对抗性思想。对于批评，萨义德说："如果我用一个词永远同批评联系在一起（不是用作修饰语，而是用作对批评的强

调），那么这个词就是’对抗’。"对萨义德来说，对抗首先意味着道义的反抗。他说："批评必须把自己设想成是为改善人的生活的。批

评的本质就是反抗各种形式的暴政、统治和滥用权力。"（转引自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第164-165页）我以为，后殖民理论的批

判性、反思性与这样自觉的对抗意识是分不开的，对抗首先是一种精神。对抗的对象是很宽泛的，不仅限于对西方的文化霸权和东方主

义，而是对着一切不人道的、不符合人性的非进步的思想、作为等，对东方主义和西方文化霸权的反抗只是这样对抗精神的一种表现而

已。如果这样理解和吸收，就会开拓出批评广阔的空间：一切有碍进步、不人道的、不民主的、压抑民族精神的都可列在对抗的范围内。

张颐武等的第三世界批评是将批评的矛头对外的，对着第一世界的文化霸权，批评某些中国文学成为西方文化的"他者"，而宽泛地理

解"对抗性"之后，批评的可适用性增强了。对抗性潜在的意义是批判性、边缘意识和反思性。对抗是对着某种居于强势地位的思想、力量

和行为的，对抗的主体往往居于边缘地位，这使得对抗的主体有了批判和反思的能力。中国古人就有"文章憎命达"的思想，文学总是与失

意者、与边缘感受在一起，边缘是文学激情诞生的所在。运用对抗性意识，发现边缘感受和边缘的文学现象，正是运用后殖民理论进行文

学批评的神来之笔。比如，当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沉默现象、与全国性文学存在的选材、艺术追求和风格的距离等，都可纳入批评。



对抗性思想其实也可解释成是各种文学思想中都有的，不过是用其他的语词表述而已，那么，后殖民理论的对抗性思想独特的价值何在？

这确实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笔者以为，独特性是否可在下面的更具体的思路中体现出来？第二，空间意识。后殖民理论包含对殖民地历

史的反思，时间上的回溯依赖空间的反思，这样的理论提炼出东方的"被看"和西方文化霸权对东方的"看"的思考范畴。"看"与"被看"都有

主体，也都有自觉与不自觉的问题。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已经意识到"事实的存在远没有在诗学意义上被赋予的空间重要，空间通过诗

学的过程获得了情感甚至理智。萨义德引述了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的《空间诗学》的观点证实自己的看法，而且列举了文学经典埃

斯库罗斯的《波斯人》和欧里庇得斯的《酒神的女祭司》，说明空间总是审视者"看"的空间，有意识的占有才有"看"的自如，"看"赋予了

空间以题材的意义，给出了形象的可能性。这样认识就摆脱了仅仅可以表达前殖民地或被殖民的东方被西方文化所"看"的具体所指，而具

有了可普遍地运用的审美视角和方法。自觉地从这样的思路进行文学批评的文字还少见，自觉地先行者是姚新勇的研究张承志的论文《呈

现、批判与重建--"后殖民主义"时代中的张承志》（发表于《郑州大学学报》1999年1期）他指出张承志80年代初是从汉文化中心地带为观

察点，把另外的边疆土地当作待征服的异域，在艺术表现上就是征服/异域的阶段；从1984年开始，他的立足点移到了少数民族的土地

上，他则作为真正的儿子、歌手、民族历史的叙述者来看少数民族，看汉族的，这是呈现/家园的阶段；第三个阶段则是战斗/墓地的阶

段，这时他走向了一个对汉族文化中心兼及西方外来文化的双向疏离之途。正如姚新勇所概括的："当他终于攀上了人生世界的第四个极

致、沉醉于哲合忍耶教的洁美时，当他给中国终于奉献出了《心灵史》时，他就完成了一次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回归。"这是他立足在哲合

忍耶的战斗墓地，向西方文化也向汉族文化的空间审视的时期。他以此尖锐地指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将儒学作为对抗西方文化挑战的旗帜是

忽视了中国文化内部的异质成分，并试图为主流文化--汉文化--的强健注进少数民族文化的血液。而这样的见识是源于姚新勇空间转换思

维方式的，他的论文标示出了后殖民理论中的空间意识的价值。第三，可用于文艺学研究的方法。在萨义德等后殖民理论家的著作中，我

们可以获得在作家、作品研究中的新的眼光和维度，比如关于创造主体。萨义德在反思性研究东方学时发现，西方作家身不由己地被笼罩

在西方文化和东方学的视野中，他们的想象也因此被纳入一个框架，这样，东方学的传统、文化和规范就遏制了作家的原创性。这给予我

们从大的文化背景思考作家的主体世界与文化的关系，尤其思考其消极的作用。萨义德还发现，叙述因为必得面对动态的历史进程和社会

的改变，而东方学家从本质上是将东方凝固化的，所以，他们都回避纵向的叙述，其中的一些东方学作家就宁愿采用百科全书或字典编撰

这种横截面式的想象视野，这正是抑制作家创造性的表现。这就将对作家的研究过度到文本乃至文化样式的研究了。对于东方人自己创造

的文本，在东方学家看来，东方无力表述自己，只能由西方人表述他们，萨义德总结出，东方学家于是对东方人的原创性的作品进行"片

段化"，而且有被重新印行、解释、评注而产生的片段之片段，"文选"不仅替代了和补充了东方，而且遮蔽了东方，于是给予我们的文学

研究的启示就是，分析文选意识和文选行为，意识到文选化中总有"在场和缺席"，文选化中原创者是"缺席的他者"，这将作为文学史研究

的一种思路和方法。对东方学的研究，萨义德还发现了当文学被一种文化覆盖了之后，出现了意象的互通和隐喻的漫游的现象，仅用互文

指涉不能完全解释这一现象，事实是，文本一旦形成互相指涉，也就标示着一种强大的文化力量成了操纵者。这样的特定文学研究方法，

具有普适性，是可被我们所用的，而且，其中渗透了米歇尔-福柯和路易-阿尔都塞所谓文本实践与权力关系的思想，也有马克思主义和西

方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比如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因素，之所以指出这点，是为了说明，接受后殖民理论有价值的方法论，其

背后的理论基础与我们目前的理论视野是相通的。中国学者对后殖民理论的接受，正在从误读走向选择、创造性的接受，这是我们可以和

西方对话的保证。 

  

      

 

我要入编 ┊ 本站介绍 ┊ 网站地图 ┊ 京ICP证030426号 ┊ 公司介绍 ┊ 联系方式 ┊ 我要投稿 

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Copyright © 2003-2008 Email: leisun@firstligh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