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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意识与语境关注——读《现代性与民族性：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双重追求》

[ 作者 ] 凌晨光 

[ 单位 ]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 摘要 ] 这是一本厚重的书。厚重，并非因其篇幅长大，也不仅言其内容丰繁，主要指由它内蕴的思想力度和理论品性的深致专注而给予

读者的总体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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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意识与语境关注——读《现代性与民族性：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双重追求》这是一本厚重的书。厚重，并非因其篇幅长大，也

不仅言其内容丰繁，主要指由它内蕴的思想力度和理论品性的深致专注而给予读者的总体感受。在印刷文本充斥市场、各类书籍铺陈于前

的今天，若要一本50多万字的大书能够吸引读者的眼光、激励读者的兴趣、进而让他读后有所收获和心得，非有其鲜明的特色和丰厚的蕴

含而不能为。谭好哲、任传霞、韩书堂所著《现代性与民族性：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双重追求》，就是这样一本书。该书是由博士生导

师、山东大学教授谭好哲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成书后得到学界专家同行的高度评价。经过专家通讯评议，成果鉴定

为“优秀”。全书以近5万字的长篇绪论开篇，将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双重追求作为中国现代文论建设的立足点和生长点，对文学理论现代

性与民族性的生成语境、现代性与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视野、现代化进程与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民族性、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民族性与现

代性的关系等问题作出了深入的思考和阐发。这篇颇有分量的绪论有力地凸现了全书的立意、思路与理论构架，为下面具体研究中国文学

理论现代性与民族性问题打下了坚实牢固的理论根基。绪论之后分为四编：第一编具体考察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的历史进程，在对中国文

论现代性的动力机制以及理论追求的合法性问题作了理论考辨之后，以“启蒙方案”、“救亡方案”、“新启蒙方案”三个历史分段将百

多年来中国文论现代化的行进轨迹重笔描摹一番。第二编论述的重点是中国现代文论民族性的历史形态，用“初始形态”、“成长形

态”、“汰变形态”、“重建形态”四个阶段，为中国文论自改良维新的视角直到当代全球化视野观照下的文论民族性问题作了历史与逻

辑相统一的论述。第三、四两编立足于反思与重构，以马克思主义辩证统一的观念为指导，对中国文论的现代性、民族性及其关系问题进

行了深入而且具有理论原创性的思考。其中，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作者在对论题进行反思重构过程中体现出的理论思辨力度和问题设计

的能力。比如在绪论中明确概括出的“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构成的四个维度”、“中国文学理论民族性文论的三个问题视阈”等，在这两

编里得到了充分的展开，进一步显示了该书的原创性与启发意义。问题意识和语境关注为该书的思想力度和理论品性定下了强劲深沉的基

调。任何一门理论学科都由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所支撑和架构，学科发展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历

史。新旧问题的交替与更迭、生成与解决构成了理论发展变化的主线。因此，问题意识对于学术发展是必需的，是学术理论向前推进的内

在动力因素。作者在这种清醒的问题意识的烛照下敏锐地抓住了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民族性关系问题，找到了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与建设的

主要突破口，即突破传统的单薄的个案研究与简单化的历史研究模式，代之以一种既能把握文论的总体特征，又能解析文论的内在特质

的，更具探索性与创新性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作者力图在认识历史与思考现实、微观探讨与宏观把握、描述阐释与反思重构之间建立起一

种新的动态平衡，以体现其理论研究的生成能力。总览全书，可以说作者的这种愿望和努力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实绩，从而显示出本书的一

大特点：立意高远、思考深邃。应该说，民族性与现代性问题，在中国文学界以及文学理论界，一直是引人关注的热门话题。改革开放以

来“新诗潮”、“乡土文学”、“新写实主义”、“现代新小说”等都无法回避文学创作上的民族化与现代化问题，而民族性与现代性问

题更是同时期文学理论反复思考和讨论的问题，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民族性与现代性两者的关系并没有被理清，不少研究者似乎是

习惯性地把民族性与现代性作为对立的两种理论追求，于是出现了两种理论上的偏差，或者把民族性等同于传统性，视民族性追求为回归

传统的被动抗御姿态；或者是将现代性理解为对西方现代文论的全盘吸纳，以至无视中国文论的时代与文化特质。在这种情况下，该书作

者在中国文论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理论研究中所体现出的语境关注，就显示了独特而充分的理论价值。语境原是一个语言学术语，它指话语



行为发生时的超语言背景。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要想确定话语的真正含义，必须将话语置于其实际发生的环境中去考察和研究，也就是

说，语境的差异与变化必然造成话语构成和意义内涵的差异与变化。作者将这种对语境的关注贯穿于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中，立足于中国

文学理论的特异性，反对将生成于西方的文学现代性理论言说视为权威经典，着力避免通过简单重复西方学者的观点以轻易解释中国文学

理论问题的学术幼稚化倾向。于是，关注中国文学理论自身的现代性，从与西方现代性理论的比较中把握其内在的特殊性，就成为作者自

觉的理论追求。在这种理论追求的引领下，中国文化与中国文论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问题便进入了研究视野的中心地带。在现代性与

民族性的统一关系中观照中国文论，其理论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作者指出：现代性与民族性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进程中

的一体两面，二者不是对立并列关系，而是互为表里的关系。这种一体化研究发掘出现代化视野中民族性的新特质和民族性视野中现代化

的特殊性，获得了面向现实和未来的精神取向和动力。现代性是中国一百多年来文学理论从文学的本质观念到理论体系建设的价值追求，

而民族性则帮助人们认识中外文论的关系以及中国文学理论生成与发展的外部资源和内在动力机制，是自我文化身份的保证。作者紧扣一

体化研究这一主题，对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历史进程和历史形态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梳理和分析，现代性产生发展的各个重要阶

段及民族性成长变化的各种主要形态因此而呈现出鲜明清晰的条理脉络。梁启超、胡适、鲁迅、毛泽东等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理论家

思想家在中国现代文化及文论的宏大基业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得以进一步彰显。而更具理论价值的是，作者在历史阐释的基础上做出了颇具

启发意义的理论反思与重构，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对两个理论概念的引入与思考上。这两个概念是“传统性”和“世界性”，它们分别与

“现代性”和“民族性”概念有着复杂的理论纠葛，可以说，理清这几个概念间的关系，无疑是对作者理论功力的一种验证，然而就该书

而言，比起概念界定和概念间关系梳理更加重要的是，新概念的引入体现了作者从时空维度上介入诸概念的理论创新意识。比如，作者认

为，传统是历史的产物，在时间的维度上它是过去积淀下来的东西，但当我们将传统置于眼前，试图利用和改造它时，传统就似乎变成了

可供我们观察和使用的空间性的东西。这种时间性传统的空间化，是传统得以现代化的前提。（第17页）同样在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

上，也能看到这种时空转换意识的表现，作者指出，在以往的中国文论研究中，人们通常是用一维的历时性时间尺度评价和认识民族性和

现代性问题，而现在，我们把民族性与世界性共时地置于新世纪现代文论的建构目标之下，这应该说是对以往研究心态与思路的一个根本

性的超越和转换。（第644页）在这种一体化研究思路和时空转换式研究方法的引导下，经过缜密而慎重的论证该书给出了一个开放性的

颇有启发意义的研究结论。该书结论本身就带有现代性与民族性一体化思维的理论标记。这一点体现于任何一个多少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精

神内涵的人都不会感到陌生的概念上，这个概念就是“中和”。“中”与“和”在中国古代文人那里，自有其“不偏不倚”、“各类相

聚”之义，然而该书作者将“中和”引申为一种文化精神取向，它存在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设的现代性与民族性一体化思维之中：“民

族性保证了现代性的方向，那就是民族文化的生存、发展和强大这一实用性目标，也就是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及其强化。民族性规定了中

国学术现代性的精神内涵，那就是立足于古今中外文化错综复杂的文化语境的中和精神。这种中和精神表现为文化创造中古今贯通、中外

融汇的路向，也就是新近一段时间内成为学界共识的综合创新取向。”（第49页）原本是中国古代哲学概念的“中和”，在现代理论的语

境下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于是“中和”便与现代文论中的几个重要概念“对话理论”、“交往理性”、“主体间性”、“意义多元”等建

立起了对应和关联，进而为中国现代文论建设的中外融通、古今对话、功利与审美统一、自律与他律和谐的理想境界提供了学理上的依

据。作者借助文化人类学中的自我理论以及现代哲学中的交流理论，推出了一个在“主体间性”、“文本间性”基础上创造性转换出的新

概念“民族间性”，指出现代文论的世界性是定义在民族间性基础上的，即在世界文论的视野中规定自己的内涵。“强调学术进步的价值

追求，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理论间的平等、对话与共存关系，是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的精神实质所在。”（第23页）现代性与民族性，这是

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双重追求，它使理论研究远远抛离了书斋里的文章学问，而转为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生存处境和未来发展方向的切

身体察与深沉思考。这种立足本土，面向世界的双重叩问，是孕育具有时代气息和思想力度的理论成果的土壤与根基。作者对之体会弥

深，言之切切，读来令人深思。（《现代性与民族性：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双重追求》，谭好哲、任传霞、韩书堂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05年9月第1版，4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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