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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 文学性0问题 � 在今天主要讨论的是社会变迁中的文学身份定位问题 ∀当代中国在文学的对象 !文化知识建 

构 !文化误读和文学误读 � 中国文化/ 身份0等方面出现了一些争论 � 显示了文学身份认同的危机 ∀中国文论身份出 

现了辨识上的危机 ∀文论的创新与中国立场紧密相关 �文化和文论创新有助于推进新世纪 / 中国形象0的立场定 

位 ∀在当代中国 � 文论体系创新尚无哲学根基 � 文论范畴创新尚无文学的丰厚土壤 � 文化创新又变成学科的身份无 

定 � 因此 � 文论流派原创是文论创新最切实有效的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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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学性0问题 � 在中国古代并没有今天这样突 

出 � 因为在严格意义上说/ 文学性0一词 � 最初的含义 

是文献性 ∀随着文学的逐渐精英化而使文献资料性 

受到某种程度上的忽略 �仅仅突出其精英色彩 ∀ 其 

实 � 中国古代文论从来就不是单一的诗论 � 诗书画论 

一体而古今皆然 � 所以没有必要由于文学是艺术的 

一部分而将它从艺术中分离出来变成为独立于艺术 

的一个门类 ∀真正的问题 �倒是在文学性背后的中 

国当代文学诗意失落及精神身份失落的问题 ∀ 

一 ! 文学性话语与中国文学身份确立 

文学性讨论不是空洞的文论问题 � 而是社会变 

迁中的文学身份定位问题 ∀我想以具体的实例来谈 

谈/ 中国文学的地缘处境0问题 ∀我们知道 � / 地缘处 

境0/ 地缘政治0具有其重要性 ∀ 试想 �如果离开了 

/ 安史之乱0的痛彻肺腑 �离开了晚年杜甫在成都几 

年的生命感受和诗意书写 �杜甫诗歌还剩下什么 ∀ 

在文学专业范围内 �文学和文学理论共分成了四个 

方面 � 而今天在这四个方面争论不休 � 显示出文学身 

份认同的危机 ∀ 

�一�  文学的对象 

文学对象可以说无所不包无所不有而难以限 

制 � 无论是天地花鸟还是民生佛禅 � 都可以成为文学 

的一部分 � 大众文化当然也是其一部分 ∀ 作家写的 

文学文本成为自己的身份证明 �如果要写成一个杂 

揉的后现代文本 �甚至新闻 !图片 !影像资料和插科 

打诨等也无不可 � 只是它们要进入精英的行列很难 ∀ 

文学批评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但是文学批评在很大 

程度上成了文学经济学的合谋 � 批评立场消失 � 身份 

模糊 !言辞浮躁 !价值飘逝 ∀ 

于是 � 我们是否可以转换思路 � 关注/ 中国文学 

的地缘处境0 � 今天人们是否清楚周边国家的利害冲 

突问题 � 是否清楚人类的生物链基本构成以及在生 

物链中我们处在哪个维度 � 是否清楚/ 商女不知亡 

国恨 � 隔江犹唱后庭花0的涵义 � 中国在相当长一段 

时间内国力上升 � 而且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还将维 

持上升 ∀统计表明 ����� 年 ♣ ⁄° 排名前十位的国 

家分别为 �第一位美国 ��� ��� �单位 � 亿美元� �第 

二位日本 �� ��� � 第三位德国 �� ��� � 第四位英国 

�� ��� � 第五位法国 �� ��� � 第六位中国 �� ��� � 第七 

位意大利 �� ��� � 第八位西班牙 � ��� � 第九位加拿 

大 � ��� � 第十位印度 � ��� ∀ 

事实上 � ���� 年中国的 ♣⁄° 已经飚升到了全 

球第四位 ≠ ∀据一些经济学家的乐观估计 � �� 年之 

后中国将成为美国之后的第二大国 ∀但是与此同时 

问题也出现了 � 中国在逐步提升军力的时候 � 美国已 

经制造出了子弹大的原子弹�原苏联还是手提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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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 �而且美国全球霸权的军事活动加剧 �在关岛的 

三艘航空母舰的/ 盾牌行动0 针对性十分明显 ≈� �� ∀ 

在我们还在谈论某些文学内部问题时 �其实外部环 

境正在酝酿着关键性的变化 ∀ 这个变化在于 �在当 

下的文化讨论中应该引入/ 地缘0 / 处境0等问题 �因 

为中国今天的周边地缘关系要关注李登辉宣称的 

/ 七国论0 ) ) ) 强迫中国分裂成七个国家 �基督教文 

明和伊斯兰教文明的冲突已经出现 � 战火纷飞 !血腥 

伤亡的中东与基督教文明的冲突已经被西方传媒谈 

论成了种族和宗教问题 � 被亨廷顿强调的 �� 世纪基 

督教文明和儒教文明的冲突难道一定不会出现 � 难 

道我们就可以完全掉以轻心 � 这难道不是文学要思 

考的对象 � 不是文学赖以生存的整个社会文化氛围 

和它的大关系网络吗 � 如果丧失了这些重大问题 � 

而仅仅谈论那些风花雪月的所谓文学性问题究竟有 

多大意义 � 

在我看来 � 中国今天所面临的地缘文化问题非 

常多 ∀正如5帝国残梦 ) ) ) 美利坚霸权主义的终结6 

一书所说的那样 � / 美国 ��� 余年的历史 �走过的是 

一条争取独立 !大陆西进 !海外扩张 !国势崛起 !与苏 

对峙 !称霸全球的轨迹 ∀ 然而 �自从 �� 世纪末美西 

战争以后 � 经过第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纵横 �美国 

终于接替英国获得霸权国地位 �成为西方世界的盟 

主 ∀ , ,然而 � 永久的强势地位绝不可能来自武力 

的胁迫和经济的牵制 �先进的价值观和充满活力的 

文化再生体系 � 才是征服他国家的最终力量 ∀ 0 ≈� 

台海局势关系到中国的未来 � 台独一日不止 � 战 

争可能性就依然存在 ∀ 如何不战而屈人之兵 �这是 

很高的战争艺术 ≡ ∀台海战争将使得文学地基 !文化 

身份 !社会空间发生重大的变化 ∀ 在这种氛围当中 � 

我认为我们应该思考中国文学的深度问题 ∀如果不 

思考 � 还像 ���� 年代的现代性西化 !���� 年代的后 

现代性西化那样 � 将在彻底西化以后出现/ 本土文学 

真空0 � 其结果只能是自己扼杀了文学精神 ∀ 

���� 年韩国出台了一个文化国策 � / 文化立国0 � 

成立了多个相关基金会 �要大力推出/ 韩流0 ∀ 所以 

电视剧5大长今6绝非一个电视剧推向海外而已 �而 

是事关韩国的文化输出战略 ∀ 随着/ 韩流0的成功 � 

要进一步把/ 韩流0变成/ 亚流0甚至/ 世流0 ∀ 仅仅 � 

千万人的韩国远远地走在中国前列 � 中国的思想家 ! 

理论家该做什么呢 � 

另外 � 关于中日/ 东海油田0问题 ∀ 日本在内的 

国家对中国心存疑虑和嫉恨 �日本的军事武装明显 

想压制中国 �日美联合的趋势值得充分注意 ∀ 我注 

意到 �诗人 !小说家 !戏剧家 �以及我们的所谓书法 

家 !音乐家或画家几乎都没有思考或触及这个问题 ∀ 

这已然说明国内的思想界诸多差异性 �导致了中国 

大抵只能继续强调韬光养晦 ∀ 这些 �使得新世纪中 

国文化身份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 

文化交流产生和平祥和的气氛 �是文化在当代 

多极世界的重要意义所在 ∀ 文化不仅仅是教化 �它 

也表征着国家安全和人类和平的意识 ∀如中日间磨 

擦较多 � 除了其它多种原因以外 � 还因为中国经济崛 

起的同时 �没有注意到文化尚未深入世界人民的内 

心 ∀这意味着 �我们在发展科技和军事/ 硬实力0的 

同时 � 文化的/ 软实力0更需要加大力度发展 ∀ 

�二�  文化知识建构应该走出封闭而重新阐释 

世界 

当代知识性出现了很大困惑 �经典知识正在失 

效 � 高雅文化已经丧失了/ 修为0的时代氛围 ∀ 如陈 

凯歌的电影5无极6被人们称为/ 无聊至极0 �于是胡 

戈就有5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6使得陈凯歌变得更加 

无聊 ∀过去的陈导代表着一种电影的权威和大制作 

的精英的身份 � / 馒头事件0引发后 � 人们对大导演的 

权威身份认同感消失了 �博客上关于白烨和韩寒的 

争论 � / 所有的圈都是花圈 � 所有的坛都是祭坛0不胫 

而走 � 使文坛甚至是任何坛都变得可疑起来 � 在古代 

文学研究领域有几个逆反式阐释的例子 �自从有学 

者提出屈原究竟为什么而投江而死这一/ 天问0后 � 

历代士人都在寻找着最合逻辑的答案 �今天有人似 

乎终于找到了 � 屈原是因为爱楚王之妻妾而死的 �有 

人说 � 陶渊明曾经不为五斗米折腰 � 但陶渊明晚年流 

浪多年讨饭 � 尽管他为五斗米没折腰 � 但日后为了一 

碗饭而尽折腰 � 对于李白之狂 � 有人却言之凿凿说他 

是媚俗之狂 � 而杜甫忧国忧民 � 也有人说他是一心想 

做官 ∀戏说风还未过去 � 虚无风又来 � 那么我们不得 

不问 �究竟是什么东西可以使我们的读者以及我们 

一般人对文学还能产生一种脱帽的崇敬感 � 还会认 

为文学具有精神的魅力呢 �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使得 

今天的知识建构能够具有专业精神而不让别人说三 

道四呢 � 今天的诗人不少进入了世俗化平民化 �今 

天的电影进入了大众狂欢的平台 �今天的博客使得 

批评家的尊严权威丧失殆尽 �文化究竟在丧失文化 

生态之维中降解着怎样的精神价值呢 � 

�三�  文化误读和文学误读应该成为一个国际 

性关注的话题 

整个世界都知道中国经济起飞了 �中国的国际 

影响正在增大 ∀ 在美国人的餐桌上 !课堂上或在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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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地方 � 人们都有可能谈论中国 ∀ 今天在美国不谈 

论中国 � 就像在中国不谈论美国一样是落伍 ∀然而 � 

西方人对中国的误读很多 ∀有一个意味深长的例子 

值得一说 � 近期我被聘为首席专家 � 出席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一个各国电台台长和汉语主播的研讨会 ∀我 

想知道的是 �这些金发碧眼用汉语播音的外国人怎 

么理解中国文化 � 了解到了何种程度 � 在研讨会 

上 � 我吃惊于文化误读无处不在 ∀ 以下例子可以窥 

豹一斑 ∀第一题 � 列出四位中国名人�孔子 !苏东坡 ! 

鲁迅 !李小龙� �请按照自己的喜好站队 ∀ 包括美英 

法德意 � 还有日本 !韩国 !新加坡等国的共 �� 个主持 

人和台长中 � 竟然有 �� 人站到了李小龙一边 � 文化 

身份出现了 � 他们是看李小龙的电影长大的 � 他们只 

知道李小龙而不知道孔子 ∀一个美国人站到了苏东 

坡名下 �她说因为永远喜爱/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 

天0 � 所以记住了苏东坡 ∀ 孔子前面站了一个韩国 

人 � 为什么站在孔子面前呢 � 他说孔子成了韩国的精 

神之父 � 第二题 �请选出中国四部经典�5老子65论 

语65红楼梦6和金庸小说� ∀主持人几乎全部站在金 

庸的门下 ∀这难道不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 西方在整 

体性地对中国文化产生误解 ∀ 第三题 �请你在中国 

四大美女�西施 !杨贵妃 !林黛玉 !巩俐�下边站队 ∀ 

结果 �� 人站在了巩俐面前 � � 人站在西施一边 ∀ 可 

见大众媒体影响之大 �使得当代精英文化正在丧失 

文化辐射力 ∀ 当然 �重要的不是去批评媒体 !网络 ! 

电视 !广播 � 而是要在这个中性平台上去运行我们的 

思想 � 把真正文学和文学知识建构的东西贯穿进去 ∀ 

只有如此才会尽可能地减少文化身份错位和误读 ∀ 

�四�  中国文化/ 身份0模糊 

这十几年里 �一大批学者确实是在做西学或者 

说西方文艺理论 �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 � 一些学者的研 

究对象在逐渐转向 ∀在转的过程中并不意味着在回 

归什么 � 而是强调自己的身份立场 ∀ 我在课堂上用 

5大学65中庸6两篇经典试了试博士班的学生 ∀朱自 

清教授说 � 在中国古代 � 5大学6是人们在十五岁读完 

小学以后进入大学�那时没有 ⊆⊃ ⊗⊗ ⊂⊕  ℘ ∪∉∉⊂�时的读 

物 ∀我请两位文学博士生解释被朱熹称为/ 三大纲 

领0的/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0 � 

结果回答得不行 ∀ 在过去十五岁学生的读物 �今天 

大学的博士生居然也难以解释清楚 � 然后我将5中 

庸6首句 �/ 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 �修道之谓教 ∀ 

道也者 �不可须臾离也 �可离非道也0书写出来请他 

们解释 � 为什么开篇这么强调/ 性0 / 道0 / 教0 � 结果 

仍然没人能解释清楚 ∀ 这表明在知识结构的建构 

上 � 当代教育严重西化已经使学生成为了严重的/ 文 

化偏西者0和/ 文化厌中者0 ∀ 大学生乃至博士生的 

知识结构已经变得很不文化生态了 �人们在谈论自 

然生态时 � 精神生态已经出现了相当大的问题 ∀ 这 

个问题往深处说 �是过去的/ 现代性0命题对儒家和 

道家思想过分批评或疑古所致 ∀我又问为什么孔子 

要说/ 吾从周0 � 很多人从/ 吾从周0字面上认为孔子 

是克己复礼 �要回到周代而不要当代 ∀ 其实这是没 

有读孔子这句话的前后文 ∀ / 子曰 � −吾说夏礼 � 杞不 

足徵也 ∀吾学殷礼 �有宋存焉 ∀ 吾学周礼 �今用之 ∀ 

吾从周 ∀ . 0谈到夏太远 �文献不足证 �殷商尽管还有 

残留的遗民 �但是已经衰微 �所以只有当代 �不管是 

西周还是东周 �是可以认同随从的 ∀孔子是春秋末 

期 � 所以/ 吾从周0 翻译成今天的白话文 �是说古代 

�夏商�的礼 �再也不要去坚守它了 �我们要与时俱 

进 � 根据当前的情况来定 ∀ 谁说孔子的克己复礼是 

回到古代 � 谁说西方只是往前面发展而不往后返 

观 � 随着中国的崛起 �只有三/ 和0可以让天下人心 

服 ∀和 � 就是东西方的大融合 ∀ 重新认识5大学65中 

庸6 � 复兴儒学 � 不仅仅是恢复一些礼仪 � 更重要的是 

恢复其精神 ∀ 一般的仪式都可以删改简化甚至废 

除 � 而真正的中国精神则应该发扬创新 ∀ 5礼记 # 中 

庸6说/ 道不远人0 � 道就存在生活当中 ∀但为什么一 

变为/ 学0就离人们远了呢 � 一变成了高头讲章就与 

我们疏离了呢 � 因为它中断了道与生活的联系 �中 

断了道与人心的联系 ∀ 

上例说明 � 文学界文论界对古人思想了解太少 � 

对西方知之甚少 � 对整个世界的军事 !政治漠不关心 

从而被世界所疏离 ∀真正的诗人应该关心一些大的 

动向 � 关注风云突变的时局 ∀一些术语之争范畴之 

争和世俗之争太多 �放弃了对重大问题的思考和争 

论 � 长此下去将使中国与诺贝尔奖 !与重大理论的提 

出 !与原创性的理论建树越来越远 ∀丧失了问题意 

识和身份意识的文学及其理论 �就会不知所云或离 

题万里 ∀文学性是文学之为文学的根本属性 �但文 

学�⊂ ⊃  ⊕  ℑ  ∏  ⊕�这个词的本意不是纯文学 �任何文学 

一旦绝对纯了 �同样会出现文化生态失衡 ∀ 我们也 

不能对抗纯文学 � 它是我们文学中的高峰尺度 � 代表 

从事文学业务者精神冲刺的高杆 ∀如果一定要把这 

高杆扫平 � 使满地都是精神侏儒 � 那文学又有何存在 

的意义 � 同样 �如果只要这个高杆而其他形式都不 

具有合法性 �生活还有何多元斑斓的色彩 � 文学理 

论的知识建构 � 应该加强中国的文学身份性建构 �看 

看我们还剩下什么还剩下多少 � 如果以东方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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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了核战争 � 未来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国 � 那时 

我们当以何种文化形象面对西方 � 用什么样的精神 

产品让西人认识并欣赏东方文化魅力 � 西人来到中 

国听中国人在唱着卡拉 ↓ ↔�只好说那是日本的 �看 

玩的是波普艺术或者流行艺术行为艺术 �只能说那 

是美国的 ∀那么 �中国文艺理论界究竟还能拿出什 

么来作为西方人辨识我们身份的标志 � 如果没有这 

一根本标志 � 当代文化和文学又谈何体系创新 �� 

在传媒时代 �文化兴盛除了一定要有制度性调 

整以外 �还需要文化氛围和媒体平台的良性调整 ∀ 

在文化氛围中传媒起了重要作用 ∀在全球传媒系统 

平台上 � 西方强势文化显得相当突出 � 而东方文化则 

被/ 非中心化0 ∀ 随着世界格局的微妙变化 �中国新 

文化传播到西方而出现/ 新东方0热时 �西方当会认 

识到新的东方大国崛起的意义 ∀文化精神的播撒重 

在传播和宣传 �当代传媒不是西方单边主义和文化 

霸权主义张本之地 �而是应该营造出东西方互动的 

文化趋势 ≈ ∀这需要传媒对文化保持公正心态 � 充分 

重视对东方文化价值的宣传 �使文化播撒不是片面 

的 � 而是东西方平衡的 � 这样才能真正走向生态文化 

的新境界 ≈� � ∀ 

二 ! 当代中国文论身份与流派 

原创性考量 

当代中国在文论边界扩大化问题上面争论不 

休 ∀中国文论身份出现了辨识上的危机 ∀文化严重 

滞后于经济崛起 ∀ 文论家的集团没有形成 �甚至可 

以说在长达 �� 年时间之内 �学者在一个一个地细 

读 !消化 !评论西方文论家 �但是没有整体性地对中 

国当代 �� 年以来的文论家加以研究的著作 ≈� ∀ 中 

国当代文论的前沿话语是同整个世界前沿话语相连 

的 �其重要语境是全球化和多元化构成的一种特殊 

的张力场 ∀在这一张力场中 �文论的创新与中国立 

场紧密相关 ∀ 

在全球化浪潮中 �科技经济一体化和热核战争 

的威胁使整个人类休戚相关荣辱与共 ∀ 不同的价值 

立场使得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文化宗教层面的反全 

球化的多元文化主义潮流 ∀多元文化伴随着人类历 

史而发展 � 中国文化传统 !希腊文化传统 !希伯莱文 

化传统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 !非洲文化传统等多 

种文化不断消长 !此起彼伏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进 

程 ∀今日世界种族间的冲突层出不穷 �黑人民权运 

动 !新左派运动 !同性恋运动 !女权运动 !反文化运动 

等此起彼伏 � 整体性现代社会正在发生大分裂 � 世界 

正在走向新的多样化 ∀ 

多元文化主义强调尊重差异性文化 ∀ 多元文化 

理论和实践的健康发展 �取决于一种健康的文化心 

态 � 即既不以一种冷战式的二元对立思维去看走向 

多元的世界 �也不以多元即无元的心态对所有价值 

加以解构而走向绝对的个体差异 �而是在全球文化 

转型的语境中 �重视民族文化中的差异性和特殊性 

的同时 �又超越这一层面而透视到人类某方面所具 

有的普适性和共通性 �重新阐释被歪曲了的民族寓 

言 � 重新确立被西方中心话语压抑的国家文化形象 ∀ 

中国的现代性应该向人类体现出/ 东方智慧0 �使得 

东方智慧在整个世界文化发展中成为新世纪社会文 

化的有效资源 � 由此展开东西方文化的真正对话 ≈� ∀ 

全球化格局下的文学理论将建构多元多样性诗 

学为己任 �这种多元文化观将使汉语学界突破西方 

文论的单一知识框架 �重新审视东方文学传统中的 

文化理念和文学观念 �关注中国文学在新的世界格 

局中的现代性诗学特征 �并通过对差异性文化精神 

的体认 � 获得更为宽松多元的文化差异性结论 ∀ 

在网络传播时代 �文化从经典进入非经典和反 

经典 � 使口语写作超过了书面语写作的价值 � 日常生 

活感成为这个时代的合法性标志 ∀ 从/ 立德立功立 

言0的/ 三不朽0到文字的速朽 � 文字的魅力不再是惊 

天地泣鬼神 �而是不断生产又不断被覆盖 ∀ 从珍惜 

语言到滥用语言 � 语言成为随波逐流的无思平台 �从 

人的神话到神死了 �大写的人死了 �知识精英死了 � 

剩下的是小写的人和消费的人 �从乌托邦到日常生 

活的合理化 � 世俗生活成为幸福的别名 � 从理性中心 

主义到感觉中心主义 �整个世界和文学知识分子心 

态发生了整体倾斜 �艺术肉身化挤压精神性成为时 

代的标识 ∀ 

当代中国文化艺术中的世俗化倾向越来越占主 

导地位 � 而精英文化却在日常理性中日渐衰颓 ∀ 如 

何在经济全球化中为中国文化艺术和人的精神发展 

定位 � 成为知识分子的迫切工作 ∀ 人们已经从前现 

代的线性时间观中走出来 � 进入现代性的当下时间 � 

更进一步进入后现代的时间的空间化 ) ) ) 无时间 ∀ 

于是文化远离了高层化和垄断化 �远离了权威性和 

启蒙性 � 进入到肉身化 !独白化 !自恋化 !欲望化 !比 

矮化 !自贬化 !消费化 ∀如何使文化和人的精神绿色 

生态化 � 使人在/ 红色写作0之后不坠入/ 白色写作0 

的怪圈 � 而是进入/ 绿色写作0的良性氛围 � 需要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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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认真地思考 ∀因为知识分子是问题的提出 

者 � 他需要对时代不断提出问题 !反省问题 �把怀疑 

和追问放到优先地位 ∀ 

研究文艺学离不开中国传统文论和西方现代文 

论 � 这是塑造新世纪中国文化形象的重要工作 ∀ 在 

一个相互交织并消解冷战思维模式的共存时代 �如 

果没有西方/ 他者0的/ 镜像0 �我们就无法清晰地审 

视中国文化的/ 自我0 ∀通过文化镜像深度地自我审 

视 �将有助于把东西方文化的对抗转化为不同文化 

体制的创造性互动 ∀我们只有在东西方有效对话的 

前提下 � 进行现代性反思和价值重建 � 才有可能使本 

土性真正与全球性获得整合 �从而冷静清醒坚实地 

进行自身的现代化建设 ∀ 在这个意义上 �传统中国 

文化与当代/ 中国文论0研究 �对新世纪/ 中国形象0 

的呈现有着重要意义 �把握当代中国文化转型对社 

会发展的重大影响 �清醒地认识新世纪中国文化和 

政治的基本走向 �在那些制造/ 中国威胁论0的国际 

文化话语域中 �强调文化文论创新对中国和平崛起 

的意义 ) ) ) 在社会转轨中建立有效的公共文艺话语 

空间 �使中国文论创新在不断明晰丰富和深度拓展 

中 � 推进/ 中国形象0的立场定位 ∀ 要使中国文论经 

验世界化 ∀历史文献不是一堆/ 死的文化0或文化的 

/ 死的记录0 � 相反 � 文献中体现的文化 � 是历史的/ 人 

化0与/ 化人0的历史 ∀ 传统文化只有不断成为新的 

文化传统 � 才能使文化传承流布 ∀ 文化价值主要功 

能是表达心灵境界和精神价值的追求 �反映生命时 

代本质特性和走向未来之境的可能性 ∀ 传统思想对 

当代思想是一种规范和砥砺 �而当代文化思想定位 

则是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审视和选择的一种深化 ∀文 

化正是在选择和再生中不断提高选择主体 ) ) ) 现代 

人的文化素质 ∀ 文化之根系乎人 �文化目的则是为 

了人和人自身的价值重建 ∀作为文化精神核心的艺 

术 � 是对主体生命意义的持存 � 对人类自由精神的感 

悟 � 对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护 ∀ 

当代中国文论流派的原创首先是体系创新 ∀创 

新的体系有一个重要特点 �就是它的大文化氛围和 

它的哲学含金量 ∀不妨说 � / �� 世纪西方文论0从新 

批评开始 � 现象学 !解释学 �包括后殖民主义和后现 

代主义 � 无一不是哲学登先 ∀ �� 世纪的哲学和诗学 

具有精神互通性 � 其表征为 � 所有诗学的重大命题无 

一不是哲学家提出的 �而哲学的反思也首先成为人 

性的诗意反思 ∀ �� 世纪哲人和诗人显示哲学和诗的 

源远流长的传统 ) ) ) 将本体诗化或将诗本体化 �从 

而使关于人生价值存在的哲学成为诗性哲学 �使富 

于诗人气质的哲人成为诗性哲人 ∀ 诗与哲学同一 � 

诗人与哲人一体 ∀ �� 世纪重大的诗学问题与哲学命 

题紧密相关 � 意味着哲学与诗学在 �� 世纪哲学危机 

中的相遇并面对同一问题 �同时还说明那种单一地 

将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进行封闭研究的时代已经 

结束 � 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人类/ 现代性感性本体 

论0问题 ) ) ) 审美个体主义问题和诗意栖居问题已 

然成为世纪性课题 ∀但是 � 需要注意的是 � 中国当代 

哲学原创性正在丧失 � 由于哲学原创性的滞后 � 不能 

为文艺理论提供哲学的高台 �所以当前的中国文论 

才显得如此混乱和迷茫 ∀当务之急 �是走出全盘追 

随西方哲学方法论和本体论的模式 �从译介和克隆 

西方哲学和文学理论中走出来 �告别中国当代哲学 

和文论的无根性状态 �开始中国现代性和范式创新 

性的独立思考 ∀ 

其次是范畴创新 ∀ 范畴是对经验的提升 �对概 

念的浓缩 ∀ 但中国的文学经验却跟着西方走得太 

远 ∀一些前卫作家经常把翻译的二手西方文学作品 

仔细琢磨 � 倾力模仿其语式 !开场和结尾 ∀ 作家已经 

远离个体体验的生命血性 �正在背离中国经验的当 

下性和本土性 ∀当文学的价值生成和精神地基失落 

时 � 中国文论家文学批评家不再读这类克隆西方的 

文学作品 � 而只读西方理论进而克隆西方文艺理论 � 

这使得文论在批评和文论建设方面走向双重失落 ∀ 

当代文学似乎不屑于具有本土独特性 ) ) ) 中华性 ∀ 

中国每年生产的长篇小说 ���� 余部 � 当时写小说的 

人比读小说的人更多 ∀人们已经不再读作品而转向 

读/ 身体0 � 开始和作家共同合谋发掘欲望化肉身化 

的/ 身体0 ∀今天所有的困惑由身体开始 ∀ 作为个体 

的生命是物质的非物质形式 �是随着对生与死的思 

考并抵达存在之根而展开的 ∀只有领悟到自己的有 

限性和可能性 � 领悟到心性转折对人的意义 � 才能实 

实在在而朴素自然地体味到自己作为诗人或哲人的 

使命 ∀每个思想者都处在天地俯仰之间 �而秉有一 

种倾听真实的焦迫 �他只有在这种焦迫中才能剥离 

社会强加的人格面具而感悟自己真实的内在声音 ∀ 

但是 �这种关乎人存在意义的基本本体论今天仍然 

成为被遗忘的对象 ∀本体论从神 !从人的理性 !从人 

的意志已然降解到弗洛伊德说的人的欲望 ∀ / 下行 

本体论0表明人类/ 上行本体论0的终结 � 于是人类的 

精神痼疾正在成为死症 ∀我感兴趣的是 �人类精神 

走向平面和谷底 �是否具有重新反弹的可能性 � 是 

否有可能再重新创建精神生态平衡的世界呢 � 

三是文化价值论的创新 ∀可以说 � 人类在/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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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转向0和/ 文化研究转向0之后 �加速了/ 文化价值 

观0的失落 � 因而应有一次/ 价值论转向0或/ 价值论 

复归0 ∀ �� 世纪美国 ∠∉∠ 文化的强力推进 �使整个 

世界文化发展从过去的形而上学 !终极价值 !根本原 

理 !方法意义 !本质规律问题 �进入到文本 !语言 !叙 

事 !结构 !张力 !语言批判层面 � 但这并不意味着语言 

学转向就成为本世纪哲学或诗学/ 终点0 � 相反 � 它仅 

仅是成为一个转向之后的/ 新转向0 ) ) ) / 文化研究 

转向0 � 即由/ 语言0转向了历史意识 !文化 !社会 !阶 

级统治 !意识形态 !文化霸权研究 !社会关系分析 !知 

识权力考察 �甚至文化传媒考量 !科技理性分析等 ∀ 

换言之 �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 �走出了/ 语言的 

牢房0 � 而进入了一种所谓的人文科学 / 大理论0 之 

中 ∀于是 � 历史 !政治 !社会 !文化等在新的层面上成 

为语言学转向之后的新话题 � 不断出现在女权主义 ! 

西方马克思主义 !后现代主义 !后殖民主义 !新历史 

主义 � 以及文化研究领域中 ∀ 但是仅仅这样是不够 

的 ∀因为中国现代性经验没有进入国际大循环 �没 

有成为人类经验的一部分 �没有引起世界的充分的 

关注 ∀中国文化的价值特征 �应该成为 / 价值论转 

向0的重要元素 � 为人类的明天做出自己的价值阐释 

和远景规划 … ∀ 

这一价值阐释和远景规划有这么几方面 �一是 

文化价值身份认同的多元化 ∀创新必须基于文化的 

基地 ∀今天身份认同多元化意味着理论再也不是 

/ 放之四海而皆准0的 �它不再变成/ 大众理论0而变 

成/ 小众理论0/ 圈子理论0 � 甚至变成孤独的/ 守望者 

的理论0 � 其普适性合法性出现了问题 ∀ 二是学科身 

份泛化 ∀这一点在书法界同样存在 �今天书法界出 

现了不写汉字的书法 ∀ 墨子就有/ 书于竹帛0之说 ∀ 

当书家不再写汉字时 �大抵不能称自己是书法家而 

应该叫抽象画家 �大可不必跻身于书法专业圈子之 

内而应进入画家的行列当中 ∀ 同理 �那些不再研究 

文学的应该叫做泛文化家 �而不应称为文学理论家 

批评家 ∀三是文学创作和读者兴趣的位移 ∀创作和 

读者兴趣的位移使得今天的文学研究很难把握 ∀文 

学研究需要一个相对集中的话语平台 �而当下却是 

一个散漫无根的/ 超话语0平台 �这是因为读者的兴 

趣和创作者的兴趣发生了错位 �读者的兴趣经常左 

右着理论家的兴趣 ∀超级女声的出现引起了媒体界 

的大辩论 � 现在超级男声很快要出台了 �这种大众化 

的兴趣不断引导文学理论批评家 �理论家再也不可 

能引导大众的精神走向 �而仅仅成为大众兴趣的跟 

随者 ∀文论的颓败由此开始 ∀ 

新世纪中国文论的重要工作是 �切实地回到文 

论流派原创性上来 ∀既然文论体系创新尚无哲学根 

基 � 文论范畴创新尚无文学的丰厚土壤 � 文化创新又 

变成学科的身份无定 �那么回到流派创新是最切实 

有效的方式 ∀流派创新意味着百家争鸣百舸争流 � 

它也可能是一家一派 �可能是一个圈子一个学派 ∀ 

西方文论的流派 � 人们很少谈及体系创新 � 因为后现 

代以降/ 体系0这个词已经变得很可疑了 �是否合法 

还值得讨论 ∀ 古文论专家提出的先秦无/ 风骨0 范 

畴 � 魏晋无/ 妙悟0范畴 � 唐宋无/ 神韵0范畴 ∀ 中国历 

史是推进性的 � 比如中国书法是汉代尚/ 气0 � 唐代尚 

/ 法0 � 宋代尚/ 意0 � 明代尚/ 韵0 � 清代尚/ 朴0 � 当代尚 

什么呢 � 尚/ 俗0 ∀每个时代都以各自的方式往前推 

进 ∀一个朝代几百年 � 产生过多少流派 � 但用一个字 

对其精神气质加以概括 � 达到本质界定 ∀ 

在我看来 � 强调流派性可以有传统派 !感悟派 ! 

评点派 !境界派 �也可以有比较标准的现代派 !体验 

派 !精神生态派 !价值学派 !文学消费学派 !甚至文学 

媒介学派 !文学身份学派 !文学公共领域学派以及本 

体学派等 ∀通过若干流派的创建 �使文学界能够更 

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 ∀并通过流派创立使其声 

音通过媒体放大 �多种流派形成当代的差异性的文 

化声音 ∀ 

当然 � 现存流派终归要自生自灭 � 但探索精神却 

方死方生 ∀ 

注释 � 

≠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 ���� 年底发布的数据表明 � ���� 年中国 ♣ ⁄° 

达到 �� � �� 万亿人民币�约合 � � �� 万亿美元� � 经济规模已经超过 

英国 � 仅次于美国 !日本和德国 � 位居世界第四 ∀ 

≡ 参见5中国台海军事6 � 中国军事出版社 ���� 年版 ∀ 

≈ �法�弗朗索瓦 # 于连5为什么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 � 6认 

为 � / 福柯在日本一个禅宗寺庙里被问及有关哲学未来和东方思想 

能给他带来什么0时 � 他随意地重申 � 我们的时代不可能产生任何 

一种伟大的哲学体系 � 相反 � 他劝说人们要从人类学或精神分析学 

以及欧洲和非欧洲之间的/ 碰撞0 � 去对哲学进行 / 再审视0 ∀ 我也 

许可以断定 � 不必期待/ 东方0带给西方所/ 缺少0的 � 譬如东方掌握 

的某种神秘主义的启示 ) ) ) 这种神秘主义也许是我们的理性主义 

的反面 � 能将我们从中解救出来�最坏的是有/ 宗教术士0的幻觉的 

东方� � 而是要小心地去工作 � 让东方给思想以自省的机会 ∀ 

… �法�于连� ƒ ℑ∈ � ∉ ⊃  ♠∏ ⊂ ⊂ ⊃ ⊕ ∈�5新世纪对中国文化的挑战6认为 � 

/ 中国同西方有−两次接触. � 第一次耶稣教士东来几乎没有对中国 

思想产生影响 � 第二次中国知识界没有选择 ∀一个世纪过去了 � 中 

国思想应该说走过了那个被动 !强制的时代 � 现在到了对中国思想 

进行重新检索的时候了 ∀这种检索不是用西方的哲学概念对中国 

思想传统进行重新诠释 � 也不是回到过去 � 而是以中国自己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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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诠释中国思想 ∀一方面避免堕入虚假的普世主义的漩涡 � 另一 

方面以重新检讨过的中国思想光华来丰富世界思想 � 从而避免陷 

入民族主义的陷阱 ∀ 因为虚假的普世主义其实是一种思想的同一 

化 � 而思想的同一化则会产生刺激民族主义滋长的反作用0 ∀载香 

港5二十一世纪6���� 年 � 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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