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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文本 � 当前文学研究创新的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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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文学研究脱离文本 � 只热衷于演绎空洞泛化的理论 � 已成为我国当下文学批评及文论研究的一种普遍现象 ∀ 

改变这种浮夸虚化的研究作风 � 培育一种人文关怀的意识 � 老老实实地立足文本 � 提倡一种有别于西方的开放性的 

/ 细读法0 � 并尝试着建立一种充满现代性和原创性的感悟诗学 � 是我们当前文学研究创新的着力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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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义勤先生在5批评何为 � ) ) ) 当前文学批评 

的两种症候6 ≈� 一文中 � 曾经对当前文学批评的两种 

现象进行了辛辣的批评 �一是 / 文学批评的−不及 

物. 0 � 一是/ 文学批评的−虚热症. 0 ∀文章指出 � 时下 

很多批评家在进行文学批评的时候 � / 虚化0 !轻视甚 

至忽略批评文本 � / 许多批评不与具体的对象发生真 

实的联系 � 而只是把对象作为−思想. 或−话语. 的由 

头 � 使得批评悬浮在对象之上 � 永远是一种−不及物. 

的状态0 ∀ / 许多批评家有着深刻的思想 !高深的理 

论 !丰富的学识和聪颖的智慧 � 他们把文学批评视作 

展示自己的舞台 � 而−文本. 只不过是踩在脚下的−跳 

板. 和过渡 ∀他们的批评文字往往斐然 �思想高深 � 

但却与所评论的文本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 0 / 批评家 

们失去了细致解读文本的耐心 �而是热衷于发出各 

种夸大其辞的 !耸人听闻的−判断. 0 , ,吴氏在这里 

比较真实地描述了我国当前文学批评中的两种不良 

倾向 � 脱离文本 � 空洞泛化 �并形象地把这种现象概 

括为/ 不及物0和/ 虚热症0 ∀ 

进行文学批评而不看批评文本 � 这看起来是非 

常荒唐的事情 ∀然而 � 这种事情竟然在当下整个批 

评界蔓延 � 成为了一种现象 ∀ 也莫怪杨义先生曾经 

讽刺说有些理论家是吃干草长大的 � / 文学现象如满 

园春色 � 绿草如茵 � 而我们的某些理论家不去面对这 

些绿色的春草 � 而只习惯于咀嚼一些被晒干水分的 

概念性的干草 �这大概算不上明智的做法 ∀ 0 ≈� 是 

的 � 我们很难想象 � 不注重文本的文学批评对我们当 

前文学理论建设和文学创作实践的意义到底有多 

大 ∀ 

众所周知 � 文学理论一定要植根于文学文本之 

中 � 如果文学理论不根植于具体文学文本的分析和 

文学发展历史的研究之中 �文学理论所概括的文学 

基本原理 !概念 !范畴和方法 � 也就成了/ 空中楼阁0 � 

失去了存在的根基 ∀文本在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的 

生成中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西方许多国家大都经 

历了一个重视文本的文论发展过程 �比如俄国形式 

主义 !英美新批评与法国结构主义 � 等等 ∀虽然这些 

文本主义文论思潮都已经淡出了历史舞台 �但它们 

为各自国家文论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它 

们所创建和规范的范畴 !概念 !术语等 � 大都成为后 

来文论界交流的常规话语 ∀ 

应该说 � 我们古代文论也是非常重视文本的 � 古 

代的诗话 !序跋特别是明清之季的小说评点 � 都是在 

立足文本的基础上对具体文本的感悟 ) ) ) 这或许也 

正是古代/ 诗文评0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充满活力 !生 

生不息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我们的现代文论却在对 

西方文论的一劳永逸的借鉴引进中极端地忽视了对 

自身文本的感悟 ∀ 

或许有人会说 � 既然西方已经有了丰富的文艺 

理论成果 � 我们取而用之又有何不可呢 � 确然 � 注重 

分析推理的西方文论在理论发展的完善和入思方式 

上 � 确实为我们提供了某种借鉴 � 但西方文论最大的 

缺陷是 � 他们并没有把西方之外的文学实践和文学 

文本纳入到他们的视野 �他们仅仅是立足于他们自 

己的文学土壤 � 也就是说 �这种理论仅仅是西方的 � 

不具有全球通约性 ∀ 美国文艺理论家厄尔 # 迈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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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 / 西方文学及其众多熟悉的假设只是其中的一小 

部分 ∀这只不过是一个特例 �完全没有资格声称是 

一切的标准 ∀ 0 ≈� 刘若愚也说 �/ 一种文学中产生的 

批评标准未必适用于另一种文学 ∀ 0 ≈� 因此 � 我们可 

以对西方文论进行某些借鉴却绝对不能照搬 �我们 

中国的文学理论一定要建立在自己本民族的文学文 

本之上 ∀ 我们的文学批评只有面对自己独特的文 

本 � 才会生成自己独特的具有原创性的文学理论来 ∀ 

靠因袭别人建立在他们的文学文本之上的文学理论 

来指导我们自己的文学实践 � 还美其名曰是/ 世界视 

野0 �实际上是一种寄生行为或殖民心理 �既导致了 

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两张皮互不相粘 !文学理论萎 

缩 !文学实践苍白的尴尬情况 �同时 �更会一步步扼 

杀我们民族的那种本有的创新能力 ∀ 

那么 � 如何立足文本进行文学批评和文论研究 

呢 � 基于上面的分析 � 笔者认为 � 首先在研究态度上 

一定要具有人文关怀和文化关怀的意识 �要多关注 

本土文学实践和文学文本 �要坚决杜绝那种把西方 

在特殊情境中生成的思潮术语饥不择食地搬来 �未 

经选择 !消化 !质疑 � 更未潜心去融会贯通 � 便把它作 

为一种新的理论到处套用的做法 ∀ 杨义先生曾经 

说 � 我们对西方理论不能一味消极地接受 � 不能图个 

省心去生搬硬套 �需要再回到我们文化的原本的地 

方 � 了解我们中国的作品中最精彩的东西是什么2要 

是不看到这个东西 �就把我们的本可以贡献给世界 

的东方智慧给抹杀了 ∀中国学者有责任从我们源远 

流长 !博大精深的文学经验和文化智慧中 � 发掘出具 

有现代价值和鲜活的生命力的学理和学说 �用以丰 

富现代人类的总体智慧 ∀ ≈� 正是因为具有这种深沉 

的人文关怀和文化关怀的意识 �杨义先生不惜皓首 

穷经 � 沉埋于故纸堆中 �潜心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化 ∀ 

比如他对叙事学的研究 ∀杨义先生不像其他叙事学 

研究者 �/ 对我国漫长的叙事文学传统不加深究0 

≈���� � 只轻松地把西方的叙事理论拿过来就了事 � 

/ 满足于给西方的叙事理论提供一点例证0 ≈���� �他 

用整整 �� 年时间 �遍览我国古代所有的叙事文本 � 

/ 几乎每天须读一本书 ∀ 月复一月从图书馆搬运回 

来的书 � 压断了我缝了又缝的书包带 �, ,0 ≈������ 这 

样年复一年的文本细读 � 杨义/ 钩玄提要 � 梳理爬抉 � 

发现了不同于西方叙事的我国叙事的文化密 

码0 ≈������ ∀当然 �杨义也读西方的叙事理论 �但他 

/ 是带着数以千计的古今叙事典籍的阅读感受 � 去领 

略西方的叙事理论体系的 ∀ 0 ≈���� 经过中西对读 � / 我 

愈来愈感到从西方文化系统中生长出来的叙事学理 

论 � 并不能涵盖中国数千年积累起来的叙事经验和 

文化智慧 ∀ 0 ≈������ 这种立足本土文本 � 同时又具有中 

西文化的视野 � 使得杨义的叙事学著作 � 完全不同于 

当时其他的叙事学论著 ≠ ∀ 他的任何一个观点都是 

建立在中国本土的文本之上 �他的叙事理论是从中 

国叙事文本中自然生长出来的 �深入到了中国文化 

的深层土壤之中 ∀它所具有的创新性和生命力 �是 

其他照搬西方理论或者说脱离文本天马行空胡乱演 

绎出来的所谓理论绝对不能比拟的 ∀ 

立足文本进行文学研究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其实 

就是对文本细读法的提倡 ∀ / 细读0法� ≤⊂∉ ⊕ ″ ⊕ℑ⊗ 2 

⊃ ∈∩�是英美新批评所提出的一种科学 !客观的阅读 

方法 ∀它通过对文学文本字 !词 !结构以及语境等的 

细致分析来弄清文本的象征 !隐喻意义 ∀ 美国人古 

尔灵将细读描述为三个过程 � 一是/ 了解词的多重意 

义 � 甚至了解像词典里所追溯的词源意义 � 能为了解 

作品内容提供重要的线索 ∀ 0二是/ 掌握了作品中个 

别词语的意思之后 � 还要找出结构和模式 � 即词与词 

之间的相互关系 ∀ 0三是/ 必须辨认的还有语境�如一 

首诗里的讲话人的天性和个性�0 ≈� ∀ 很显然 �通过 

细读 � 可以明确地把握文学文本的客观意义 ∀ 但是 � 

英美新批评的这种/ 细读0 �由于它把文本视为一个 

独立封闭的系统 �企图以一种逻辑的 !准确的 !细密 

的操作方法来保证对文本阐释的客观性 �不顾斩断 

文本与作家 !读者以及社会生活的联系 � 这样就必然 

会陷入文本惟一论和形式主义的巢穴 ∀ �也正因为 

如此 �西方的以文本的语言结构作为理解文本依据 

的文本中心论最终走向了衰落 ∀ �而且这种仅仅从文 

本的字句出发 � 从文本的语言中寻找真理和意义 �还 

会导致对文本进行过度阐释 ≡ ∀而我们所主张的立 

足文本进行文学研究 �还并不能满足于/ 新批评0式 

的/ 细读0 � 我们应该有一种更加开放的视野 � 既有对 

文本的语言结构方面的诠释 �同时又要把文本还原 

到它所生成的整个历史语境中 � 对它进行社会学 !文 

化学 !历史学 !美学的感悟 �从宏观整体的角度去解 

读把握文学文本的审美意蕴 ∀比如闻一多对古典文 

学的研究 � 即很好地实践了这一方法 ∀在5楚辞校补 

# 引言6中 � 闻一多曾经给自己的古典文学研究定下 

了三项课题 �≠ 说明背景 � ≡ 诠释词义 � ≈ 校正文 

字 ∀这三项课题中 � / 校正文字0和/ 诠释词义0基本 

上是一种/ 细读0的方法 �但是 �在闻一多那里 �这两 

者都只不过是手段而已 � 他最终的目的是要/ 说明背 

景0 � 是要在/ 读懂0的基础上 �再结合其它社会科学 

的研究方法 � 对其进行文化阐释 � 深入到古典文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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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最潜深处 ∀譬如他对5诗经 # � 有梅6的解读 � 

就是首先从该篇最有歧义的/ � 0字的解释入手 �他 

花了很大工夫 �通过多方引证 �提出/ � 即古抛字0 ∀ 

接着 �他从民俗学的角度来考证古人为什么要抛梅 

子 � 抛梅子有什么深层含意 ∀ 他据5卫风 # 木瓜篇6 

/ 投我以木瓜 �报之以琼琚 �匪报也 �永以为好也0的 

相关记载 � 认为/ � 有梅0可能与/ 投我以木瓜0相似 ∀ 

闻一多说 � 女方追求男方 �如果投之以木瓜 �就是表 

示愿意以身相许的意思 ∀如果男方亦愿意接受这段 

感情 � 就以琼琚相报以定情 ∀ 因此 �报琼琚者 �是男 

报女 � 而/ � 有梅0之 � 者为女 �是女追男 �女以梅 � 

男 � 是女求士之法 ∀ 因为梅与木瓜 !木桃 !木李同属 

瓜品 ∀闻一多说 � / 疑初民习俗 � 于夏日果熟时 � 有报 

年之祭 � 大会族人于果园之中 �恣为欢乐 �于是士女 

分曹而坐 � 女竟以新果投其所悦之士 � 中焉者或解佩 

玉以相报 � 即相与为夫妇焉 ∀ 0 ≈� 为了增加这种推测 

的可信度 � 他还列举了5晋书 # 潘岳传6中记载的潘 

岳少年时因长相俊美妇人见到都投之以果的故事 � 

作为这种古代民俗的例证 ∀ 那么 �/ � 有梅0 中的 

/ 梅0又包含着怎样的文化意味呢 � 闻一多又从文化 

学 !社会学 !历史学 !民俗学等视角进行了探讨 ∀ 他 

说 � 原始初民寻找粮食 �根据男女体质的不同 �男子 

专门狩猎 � 女子则采集瓜果菜蔬 � 所以蔬果相沿为女 

子所有 ∀果实为女子所有 �则女之求士 �以果为贽 � 

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接着 � 闻一多进一步指出 � 女以 

果实作为求偶的媒介 �亦是兼取其繁殖性能的象征 

意义的 ∀而且 � 梅作为一种果实 � 与女子的关系就更 

加不同一般 ∀ 从字源上说 �梅字从每 �每母古同字 � 

而古妻字亦从每从又 ∀ 因此 �闻一多认为 �在古代 � 

梅每母妻本属同字 ∀ 梅 �就是为人妻为人母之果 ∀ 

至此 � 诗中女之求士以梅为贽就变得很容易理解了 ∀ 

闻氏的这种古典文学研究 � 能够立足文本 � 但又不局 

限于文本 � 或者说不把文本作为一个封闭的系统 � 而 

有一个开放的学术视野 �显然比西方所谓的/ 细读0 

法要高明得多 ∀这对我们今天立足文本进行文学批 

评和文论建设的启发也是非常深远的 ∀ 

立足文本进行文学研究和文论建设 �我们可以 

尝试着创建一种现代感悟诗学 ∀ 几年前 �杨义先生 

在5中国诗学的文化特质和基本形态6一文中 �曾经 

明确提出中国传统诗学是一种感悟诗学 �因为感悟 

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 ∀杨义认为应该在中国 

现代也建立一种充满现代性的感悟诗学 ) ) ) 这是建 

立中国原创诗学的有效途径 ∀杨义说 � / 我非常重视 

直接面对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 �用自己的悟性进行 

真切的生命体验 �从中引导出具有原创性的思想萌 

芽 !理论思路和学术体系来 ∀ , ,要创造具有中国 

特色的现代诗学和文艺学 �就要以中国自身的经验 

和智慧作为立足点 � 从感悟出发 � 用文学智慧的原本 

性和渊博性来托起文学理论的原创性 ∀ 0 ≈� 当然 �现 

代意义上的感悟有别于古代 � 应该是/ 介于感性与理 

性之间 �是感性与理性的中介 �同时是二者的混合 

体 � 是桥梁0 � 是一种/ 理性的直觉0或/ 直觉的理性0 � 

因此 �现代感悟诗学应该既能立足于本民族的重感 

性的诗学传统 �又要通融于西方的理性诗学 ≈� ∀ 王 

国维的5人间词话6就是立足文本建构现代感悟诗学 

的一种尝试 ∀众所周知 �王氏5人间词话6是运用传 

统诗话的方式对古代诗词进行批评的一部文学理论 

著作 �文中的每一个观点都是从具体的诗词文本中 

感悟而来的 � 譬如他对/ 有我之境0 / 无我之境0的解 

说就结合了/ 泪眼问花花不语 � 乱红飞过秋千去0/ 可 

堪孤馆闭春寒 � 杜鹃声里斜阳暮0以及/ 采菊东篱下 � 

悠然见南山0/ 寒波淡淡起 � 白鸟悠悠下0等诗句 ∀ 对 

/ 隔0与/ 不隔0的界定也是通过陶渊明 !谢灵运 !苏东 

坡 !姜夔诸家的诗词来阐释的 ∀最为关键的是 �5人 

间词话6的整个行文中很明显地渗透了中国传统的 

感悟思维的方法 �但又糅合了西方的理性思维的成 

分 ∀比如王氏按西方的分类法把境界分为 / 造境0 

/ 写境0/ 有我之境0 / 无我之境0等 �但他又不是简单 

地分类 � 而是 / 融合艺术之心和天地山川人事之体 

验0 � / 融合读者与作者 !艺术与人生多重视境0 �/ 把 

境界作为一个联系着艺术本质的 � 可内敛 !可外射的 

精神过程0 �这样 �即使是很抽象很机械很西方化的 

分类 � 也/ 散发着中国诗学和感悟思维的灵性与趣 

味0 ≈� ∀当然 � 王国维的5人间词话6完成于海禁初开 

的 �� 世纪初 � 还是一种近代形态的感悟诗学 ∀ 我们 

当下文学研究完全可以在中西打通的宏阔视阈中 � 

在立足文本进行文学批评和理论提炼的时候 �更多 

地运用本民族独有的感悟思维 �也更好地糅合西方 

理性思维的一些成分 �建立起一种充满现代性和原 

创性的感悟诗学 ∀ 

要之 � 吴义勤指出的当前文学批评所患有的两 

种症候 � 如果我们能够正视问题 � 其实并不可怕 ∀ 只 

要我们改变那种浮夸虚化的研究作风 �具有一种人 

文关怀的精神 � 老老实实地立足文本进行文学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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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本中提炼生成新的理论 �又老老实实地运用新 

的理论去解读新的文本 �当下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 

要取得创新 � 中国文学理论要具有原创性 � 也并不是 

一件不可企及的难事 ∀ 

注释 � 

≠ 当时的叙事学著作还有张寅德的5叙述学研究6����� 年� !徐岱的 

5小说叙事学6����� 年� !罗钢的5叙事学导论6����� 年� !胡亚敏 

的5叙事学6����� 年�等 � 这些大都是对西方叙事理论的译介 � 其 

中也涉及到中国文学作品 � 但仅仅是西方理论的例证而已 ∀ 

≡ 所谓过度阐释 � 是指解读文本时 � 仅从文本的语言结构出发寻找文 

本的真义 ∀ 主要有两种情况存在 � 一种情况是阐释者在文本中寻 

找某种偶然性 � 或将文本中某些字句偶然地联系在一起 � 或将文本 

中的某些与现实相关的事实抽调出来 � 以此作为依据 � 重新对文本 

进行解释 � 一种情况是阐释者以自身的环境作为评价文本的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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