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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的重要任务：集中体现当代存在论美学精神

[ 作者 ] 曾繁仁 

[ 单位 ]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 摘要 ] 现代性是一个理论的、历史的与地域的范畴。它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人类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即已开始现代性问题的探索，但

深层次的思考应该从工业革命开始。现代性的当代挑战是人的生存状态非美化问题。人类在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都面临着人的生存状态美

化与非美化的二律背反。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美学与文艺学领域发生“文化转向”，由对文学艺术的“内在规律”的探讨，转

向关注政治、社会、文化、经济、性别、种族、新老殖民主义等文化问题。这种“文化转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我国兴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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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现代性的内涵：提升人的生存层次现代性是一个理论的、历史的与地域的范畴。它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人类早在文艺复兴

时期即已开始现代性问题的探索，但深层次的思考应该从工业革命开始。而我国则从近代开始现代化性问题的探索，当代更加明确提出

“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将文学同现代性相联系，既是时代的召唤，又是文学自身社会责任之所在和永葆

青春之动力。现代性具有丰富而复杂的内涵。从理论的层面上，所谓现代性实质上是社会与人的改造，也就是提升社会与人的层次，促使

其加速进步。而从历史的层面上，现代性又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一方面，它针对传统性而言，同时，现代性又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在

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传统性与现代性都有不同内涵。我们今天所讲的现代性应该是具有强烈现实针对性的现代性，特指已经迈入21世纪

的当代中国的现代性课题。当然，现代性更是一个具有地域特点的范畴，我们中国学人所讲的现代性主要是指中国的现代性。但从世界的

关联性和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来看，中国的现代性又同世界的现代发展紧密相联。因此，中国本土的现代性又受到世界的影响，特别是西

方发达国家的影响，必须具有世界的视野。现代性的难点与重点是对其中一系列二律背反的协调。它不是一个平面的范畴，而是一个包含

着一系列内在矛盾或二律背反命题的范畴。例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科技与人文、经济发展与人的改善、现代与后现代等等。而其最

核心的内涵则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即物质现代化与精神现代化的两个维度，相互之间相反相成。将各种二律背反的命题加以协调、特

别是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加以协调，这是现代性的难题与重点。我国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决定》中

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为人民服务道德建设兼容问题，都是将两者协调的重要探索。解决现代性难点的重要途径是人的现代性——人的

生存层次的提升。所有的现代性最后都落脚于人的现代性，这是解决现代性之中一系列二律背反的最重要途径。因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

明最后都落脚于人的文明，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也依靠现代文明人的创造性活动。而人的现代性归根结底是人的生存层次的提

升。从西方来说，其现代性经过了从中世纪到现代社会，再到后现代社会，即从神的存在到人的理性存在，再到人的当代存在这样的发展

历程。而从我国来说，从近代以来，经历了农业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再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社会发展历程。而人的存在也经历了由天

人合一到救亡图存，到大公无私，再到“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过程。当前的“效益优先兼顾公平”原则，既将人的个人生存提到优

先位置，又兼顾到社会群体生存状况的改善，是一种具有强列当代性的人的生存原则。文学的特殊功能——从审美的途径提升人的生存层

次。人的生存层次的提高有着多种途径，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文化的……等等。但文学却是不可取代的特有途径。尼

采说，艺术“是生命的伟大兴奋剂”。鲁迅也曾说，文艺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因为，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是美的物化形

态，能给人以深深的美的教育。而美的教育是一种超功利的教育，也是一种提升人的生命层次的教育，旨在确立人的审美的态度，营造人

的审美的生存状态。最近，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教授在香港召开的二岸三地素质教育会上说，他在访问美国各著名大学时，许多

教育家和科学家都认为当代人才培养不仅需要知识，能力，而且更需要确立一种正确的态度（attitude）。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审

美的态度，即审美的对待社会、自然与自身的态度。这也就是人的审美的生存。这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一种人生境界，恰是现代性

最深层的内涵。二、当代文学的重要任务——集中体现当代存在论美学精神现代性的当代挑战是人的生存状态非美化问题。人类在整个现

代化的过程中都面临着人的生存状态美化与非美化的二律背反。一方面现代化极大地改善了人的生存状态，但同时却又导致了人的生存状



态非美化。这也恰似一把双刃剑，而且到20世纪中期以后，愈加尖锐。这就是西方现在所称后现代状况。后现代从时间上来说是现代之

后，而不是现代后期。从内涵上来说，有以福柯、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的后现代，也有以大卫•雷•格里芬为代表的建构的后现代。对于中

国，从经济形态来看，目前仍在现代化过程中。而从文化形态看，如果将“后现代”理解为对现代性的反思。那么，中国不仅应从西方后

现代状况得到借鉴，而且本身也同样存在类似于西方的后现代现象。因此，从文化的角度，后现代理论同样适用于中国，当然也有一个本

土化过程。作为后现代状况的重要特征就是人的生存状态非美化问题日趋严重。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第一，科技主义泛滥，一昧推崇工

具理性，否定人文精神；第二，新型战争的巨大破坏与核武器的威胁；第三，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主要是市场拜物、金钱万能的负面作

用；第四，环境的严重恶化；第五，文化道德转型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压力，我国主要面临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以及由农村化到城市化

的转型；第六，国际范围内帝国主义的经济与文化渗透。这种生存危机在我国表现为三次大的冲击：20世纪30、40年代的侵略战争威胁；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巨大环境压力；世纪之交由社会转型与“入世”带来的社会与精神压力。这就形成了我国目前罹患心理疾病者不少于

1600万人。同这种当下人的生存状态非美化趋势相对应，我们提出新的当代形态的存在论美学。这种美学理论针对当代社会现实，吸收中

国实践美学与西方当代生态存在论哲学的有价值成分，对传统存在论美学加以改造。它是一种正在形成的新的美学理论形态。其基本内涵

是：第一，以社会实践为理论基础。因为社会实践是人类存在的前提，而且社会实践也是人类最基本的存在方式。第二，吸收西方当代生

态生存论哲学的理论精华。主要是吸收以美国大卫•雷•格里芬为代表的西方当代生态哲学家提出的生态存在论哲学。这种哲学是对笛卡

尔——牛顿主客对立二元论、机械论世界观的彻底突破，坚持“人——自然——社会”共生共存的系统整体论观点。第三，同传统的以萨

特为代表的存在论美学相比将“存在”的范围扩大到“人——自然——社会”的系统整体之中；并以“主体间性”即关系中的存在克服

“他人是地狱”的人我敌对观点，在观照存在的视角上拓展到宇宙空间和可持续发展的新视角。在存在的价值内涵上，以积极的建设性态

度克服传统存在论的“恶心”的消极负面情绪。第三，吸收中国传统存在论美学的精华。主要是吸收以“天人合一”为理论基础的“中和

论”美学的精华，人与自然审美统一的存在方式以及意境说，品味说等艺术人生化的有关理论。第四，这是一种极具当代性的人文主义精

神，是对人类命运的一种终极关怀态度。主要是通过一种审美的生存的美学精神的倡导，来协调现代化过程中物质与精神、科学与人文、

现代与传统等一系列看似对立的二律背反。因为，只有文学艺术及其所蕴涵的美学精神才能包含以上诸多方面，才使人的存在成为诗意的

存在。这种诗意的存在既是人的美好的栖息方式，也是对世俗存在的一种改造与提升。当代文学应该集中体现当代存在论美学精神，这一

点已在上文论及。但如何体现呢？我想仍然离不开写什么和怎样写。所谓写什么，主要是题材问题。应该选择关系到当代人类生存状态的

有关题材，诸如科技、战争、市场、环境、文化与国际关系等同人的存在的关系，特别对人的心理和精神生活的巨大影响。当然，更重要

的是怎样写的问题，也就是要贯彻体现当代存在论美学的有关精神，诸如系统整体性美学精神，建设性美学精神等等。但是，更重要的是

一种具有当代意义的人文关怀精神。在当代的现实背景下，关怀人类的命运，关怀人的生存状态，并以积极的态度去改善人类的命运和人

的生存状态，建设美好的物质家园与精神家园。三、在当代存在论美学指导下，面对一系列当代文学现象关于生态批评。这是20世纪90年

代中期兴起的一种批评方法，是生态美学原则在文学批评中的运用，是一种崭新的批评视角与方法。这种批评方法较好地贯彻了当代存在

论美学中系统整体性的原则和关爱生命的精神。但对生态批评中有关“世界的返魅”及自然美的客观性等等观点则应加以有分析地吸收。

关于文化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美学与文艺学领域发生“文化转向”，由对文学艺术的“内在规律”的探讨，转向关注政

治、社会、文化、经济、性别、种族、新老殖民主义等文化问题。这种“文化转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我国兴盛起来。这恰恰说明，

社会问题，特别是人的生存问题愈来愈走到社会的前沿，引起人们广泛的重视。也再次说明，我国文化中存在着后现代现象。但是，对于

当前文化研究中取消文学研究和审美视角的现象，应该予以引导。在文学艺术领域中，文化研究始终不应离开当代存在论美学的轨道。关

于大众文化。20世纪90年中后期以来，由于文化的内涵扩大到日常的消费行为和消费产品，因而出现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是相对于精英文

化而言的，在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无疑具有大众性、娱乐性、商业性等等特点。大众文化已经成为当代人的一种生存方式，这是无法回

避的事实。但对大众文化的低俗化倾向要以当代存在论美学加以必要的引导，使之以建设美好的精神家园为其旨归。关于网络文化。这是

20世纪90年后半期，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现代层面的文化形态。网络的平等性与互动性给广大群众提供了空前广阔的主动参与

及施展才华的空间。而且，在文化领域也为信息的迅捷传播和全球性的资源共享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但作为现代的文化形态，还是应以当

代存在论美学加以引导，使之克服沉缅于“虚拟时空”、西方信息霸权以及“过度自由”等等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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