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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巍：从“古典传统”到“古典接受”
——西方古典学的自我反思之道

2021-05-10

　　在西方，古典学经历18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上半叶的草创、勃兴和鼎盛时期，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盛极而衰。一种危机感逐渐弥漫整个西方古

典学界：古典世界和当代世界究竟有何关联？古典学是维系两者关系的有效手段吗？古典学的现实意义到底何在？古典学者们开始意识到，古典

学必须刻不容缓地反思自身，反思古典学与其所处时代的文化和思潮之间的关系；古典学不能再像19世纪那般，以一种高居众人文学科之首的傲

然姿态，在其学科内部延续习以为常的研究。为此，古典学者们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通过与其他学科和理论的结合，来改变古典学研究的范

式，促进古典学的自我反思。其中一条引人瞩目的反思之道便是从“古典传统”到“古典接受”的范式转变。与其他研究领域相比，这一转变更

能强化古典学的反思精神，从而改变古典学的自我定位。

　　“古典传统”研究本属于古典学术的一个边缘部分，主要关注古典文化如何被后来的西方文化继承和传播。譬如，学者们在研究希腊罗马经

典之际，也会兼及这些经典对后世西方文化的持久影响，学界通称为“后世影响”研究。以“后世影响”为主线的“古典传统”研究发端于19世

纪，直至20世纪中叶仍十分流行。此类研究的代表作，仅以中文学界已经移译的著述为例，包括海厄特著的《古典传统：希腊─罗马对西方文学的

影响》（王晨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版，原书出版于1949年）、芬利主编的《希腊的遗产》（张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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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于1981年）以及詹金斯主编的《罗马的遗产》（晏绍祥、吴舒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原书出版于1992年）。这几部著作的标题

便让读者一目了然，“影响”和“遗产”是“古典传统”研究的两个关键词，它们共同凸显了古典文化的经典性及其优先地位。

　　20世纪60年代后期兴起的“接受理论”（或称“接受美学”，由德国学者姚斯和伊瑟尔提倡）从两个方面改变了“古典传统”研究的内涵。

首先，主导“古典传统”研究的是“单线影响”模式，这个模式倾向于把古典文化的传承者和利用者看成是被动的接纳者，他们继承了古典文明

的“遗产”，深刻地受其“影响”而难以越其藩篱。于是，研究的重心就摆在了由古及今的单线影响之上，例如《希腊的遗产》和《罗马的遗

产》两书分门别类地从文学、政治、教育、哲学、科学、法律、宗教、神话、建筑、艺术和城市规划等领域，介绍现代西方文化继承自古希腊罗

马的精神和物质财富，突出其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力。与此相对，受“接受理论”滋养的“接受研究”主张，接受者对于古典文化不是被动地继

承，而是与之处于“双向交流”的关系。因此，“接受研究”的重心从“古典传统”所侧重的被接受者及其历史文化情境转向接受者及其历史文

化情境，强调接受发生时刻的优先地位，力求在接受者和被接受者之间形成更为平衡的关系。以古代经典为例，“接受研究”认为，意义并非内

在于经典文本当中固定不变，等待后世的某位读者客观地发现，然后原封不动地传承下去，而是在不同的读者与文本，或者说不同的接受者与被

接受的文本之间的对话当中生成；经典文本的意义是随着接受者的不同历史文化情境而流动的，但也绝非是随意的，因为上述对话的有效性规定

和制约了文本意义的流动性。因此，“接受研究”着重考察接受者对原文本进行了何种创造性的改变，这种改变一方面在接受者所属的特定的历

史文化情境当中服务于何种目的，产生何种效用；另一方面又如何发掘出原文本此前未受关注的层面，进一步丰富其意义。

　　其次，“古典传统”研究专注于古典之后的西方文化，视域通常局限于后古典的西方文化内部，例如海厄特的名著《古典传统：希腊─罗马对

西方文学的影响》一书便起自中世纪英、法文学，经由文艺复兴、巴洛克、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止于20世纪初的欧洲文学，严格遵守副标题里

“西方文学”的界限。这个意义上的“古典传统”畛域分明，因此英语用单数的Classical Tradition形容之，倒也顺理成章。“古典接受”则不

然，其范围不再拘囿于此，而是一方面尽力延伸到古典传统影响所及的西方文化边缘地区（例如加勒比海和北非地区这样的西方国家前殖民

地），甚至拓展到不属于西方文化、但与之发生接触的其他文化区域（例如东亚，包括中国、日本和韩国）；另一方面，“古典接受”又扩展到

古典文明的所有时期，而非像“古典传统”习以为常的那样，起始于希腊化时期但重点落在古典之后的西方文化，考察后一个文化时段对前一个

文化时段的接受，而是上溯到古典世界内部，尤其是希腊古风和古典这两个被后世奉为典范的时期，考察古典世界内部同一个文化时段之内的各

种接受方式。概言之，“古典接受”研究涵盖了西方“古典世界”内部、西方“后古典世界”以及西方之外的“非古典世界”这三个领域，囊括

的范围十分广泛，远远超出了“古典传统”的视域，因此用复数的Classical Receptions来指称，更能彰显其丰富多元的内涵。

　　时至今日，虽说“古典接受”并未完全取代“古典传统”，但一种研究范式的转变已经势不可挡，一个更为广阔的视域正展现在古典学者眼

前。如果说“古典传统”尚处于古典学术的边缘位置，因为其“单线影响”的模式势必导致厚古薄今的结果，那么“古典接受”的“双向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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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则有着进入古典学主流的解释力，凭借这个模式，我们能够在古典世界内部，展开多维度的深层次的研究。不过，从“古典传统”到“古典

接受”这一范式转变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让我们反思古典学本身。通常，古典学的自我反思被交付给“古典学术史”——另一个如同“古典传

统”那样的边缘领域，其视域也同样受到局限，拘囿于古典学术内部。相比之下，“古典接受”的视域有助于跳脱古典学术史，从更广阔的历史

文化情境来审视古典学术的理论基础，每个时代的古典学术与其时代的复杂关系，不同时代的古典学术对研究对象的选择及其背后所隐含的理论

预设、时代思潮和意识形态。把古希腊罗马看成具有典范意义的文化，对之进行纯知识的探究，是19世纪以降现代古典学的根本信念。从“古典

接受”的视角来看，现代古典学本身也是古典文化的一种接受方式，恰恰因为现代古典学声称自己在各种接受方式当中享有不可动摇的统领地

位，就更有必要反思这一信念的合理性：它究竟缘何而起？它诉诸何种十九世纪的时代思潮来确证自身？它的十九世纪理论基础在当代还能否成

立？它面对其他各种接受方式所自我标榜的统领地位是否早已动摇？事实上，早在“古典接受”兴起之前一百年，青年古典学者尼采就已经从这

个角度反思当时正如日中天的现代古典学（例如《荷马与古典语文学》《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及《我们古典语文学者》诸文），可谓“古典接

受”的精神先驱之一。

　　“古典接受”对古典学的反思，还有助于我们重新检视西方古典文化进入我国的接受史。这段接受史不能止步于西方古典学被正式引入的晚

近四十年，而需一路往前回溯，直到西方古典进入中国的四百年前，也就是耶稣会传教士最初译介古希腊罗马神话和文学的晚明（参看李奭学的

《中国晚明与欧洲文学》一书）。对这四百年的西方古典在我国的接受研究，同样要跳脱“古典学术史”和“古典传统”的范围，一方面，不能

以古典学术为准绳来衡量；另一方面，也不能以被接受的西方古典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为宗旨，而要从不同的接受者及其历史文化情境出发，

挖掘各种接受方式的丰富内涵，权衡其利弊。只有全盘审视四百年来中国文化对西方古典文化的接受，我们才能谋划西方古典以及西方古典学在

中国的未来。

（作者：张 巍，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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