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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都说明中国前现代文学中已
滋长着某些富于生命力的东
西! 已具备朝现代转化的内在
机能! 而现代文学也并非横空
出世!跟自身的文学传统有着
不可割断的联系 " 这也说明 !

只有把中国文学看作一个整
体! 方能把握其中古今演变的
轨迹"

除了对文学中#人性$发展
的内容的探讨!%新著&也表明'

(人性的发展与文学的艺术形
式及其所提供的美感的发展之
间的联系! 我们对文学的艺术
形式的重要性有了较充分的认
识!这对我们来说!也是文学思
想的一种突破"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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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
(形式$并非一般指汉赋+唐诗+

宋词+元曲乃至明清戏曲小说!

这些都属于 (体裁 $!因此跟我
们惯常的所谓 (一代有一代之
文学$的说法不同" %新著&说'

(形式乃是由作品的语言所构
成的体系"而作品的内容)包括
感情*则不但是由形式所体现!

而且形式的变动必然会影响内
容本身"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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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说李商
隐%锦瑟&一诗从 (锦瑟 $至 (怅
然 $这

!"

字即为 (形式 $!其艺
术特点存在于这一首诗的语言
结构之中" 这一以语言与结构
为基础的(形式$观与当下西方
(新批评 $+(形式主义 $+(结构
主义$的文学理论有相通之处!

其实也是章先生自身的理论传
承与学术训练的结果! 在理论
方面博采众长!从马克思+鲁迅
到胡风都可看到影响的印痕 !

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从陈寅恪先
生到蒋天枢先生以及他们所传
承的乾嘉学派诠释谱系

#

给章
先生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与
实践经验! 关于这一点还有待
探讨"这里可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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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表的
%李白的婚姻生活+社会地位和
氏族 & 一文为例 !#不京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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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李白%南陵
别儿童入京& 一诗出发讨论李

白的两次入京+三次婚姻!并涉
及与子女在内的感情生活 !不
仅对于这首诗以及相关的其他
诗作都须作结构性细读! 也必
须把李白全部作品作为整体来
考察! 整篇文章体现了语言与
结构的意识与分析技艺! 在乾
嘉学派的基础上显示出近代科
学的方法"并非偶然!在解释李
白的婚姻与社会地位和氏族的
关系时! 章先生引用了陈寅恪
先生的有关论述" 虽然这篇文
章并非分析诗的艺术特征 !但
语言与结构的分析方法同样适
用于美学范畴的分析"

内容与形式融为一体并互
为影响!%新著& 通过大量分析
实例阐述了文学形式包括各种
体裁的演进!指出(艺术形式的
逐步丰富与完善! 其最根本的
推动力!乃是人性的不断发展"

由此所导致的感情的不断丰
富+细致+强烈及其相互冲突的
更为尖锐+急剧!也就要求并推
动其表现形式做出相应的调
整$)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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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形式的强调更
看重人性的历史开展过程中对
人性自身的深刻认识! 从而要
求新的表现形式! 这一点尤富
启迪" 如美国(新批评$派对作
品的形式分析趋于极端! 甚至
排除作者生平信息或社会脉
络! 俄国形式主义也出现过类
似倾向 ! 以致后来雅各布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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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起而纠偏而强调美学的社
会功能" 章先生的关于人性激
烈冲突与尖锐艺术形式之间关
系的阐述多半与胡风的 (主观
战斗精神$的文艺主张有关!当
然这样的人性必定与社会条件
丝丝相扣! 因此相较新批评与
早期俄国形式主义的纯形式倾
向是高出一筹的"

贯穿着(古今演变$的问题
意识!%新著& 含有中国文学史
的整体视野! 其内容与形式两
方面的书写法对于一部现代文
学史也有示范垂则的作用 !当
然现代文学的发展样态应当是

更为复杂多样+更为波澜壮阔!

且必定带有自身的特性"

自
章先生提倡古今演变
研究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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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过去
了!他离开我们也

!

年有余"先
生在生前设立了古今演变的专
业学科! 与谈蓓芳教授合带研
究生! 到现在这个学科包括毕
业和在学的已经有十六七位硕
士和博士" 另外章先生与陈思
和教授在%复旦学报&上开设专
栏和召开国际叙述研讨会等形
式! 使得古今演变的观念与研
究方法深入人心! 现在已经变
成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显学 !

这是很可喜的! 当然这当中会
产生各种各样的理论与方法实
践!也有一些大而无当的现象!

不过这些也是很正常的"

这十几年里全球化大潮中
学术生态迅速变化! 新媒体开
启新思维! 数据库等在改变着
做学问搞研究的方式! 信息流
通与学术交流空前频繁! 在国
际会议的议程上跨语言跨民族
跨文化研究占据前沿潮流 !这
么看古今演变的观念普及也和
这样的大环境有关" 比方说这
几年 (世界文学 $是个热词 !哈
佛 大 学 的 达 姆 罗 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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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主编的%世界文
学理论读本&一书!前几年出版
了中译本! 他说在全球时代一
向局限于个别国家比较研究的
(比较文学$已经跟不上形势需
要 !因此主张以 (世界文学 $的
观念取而代之" 这正是学科整
合变化的表现" 同样在文学创
作方面 !

&20:

年
00

月我参加
上海作协举办的 (世界文学与
汉语写作$论坛时发现!作家们
普遍觉得汉语写作是世界文学
的组成部分! 对汉语写作的世
界性表达了自信! 这些都体现
了世界视野与汉语的主体意
识" 今天我们重读%鸿沟&一文
的开头! 首先章先生是针对长
期以来大学学科造成文学史研
究的古今分野而发出打通古今

的呼吁的! 然而他强调'(作为
文学史宏观研究的先决条件 !

是文学观念问题" $)'不京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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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这(整体$观念把
中国文学史纳入世界文明史进
程! 实即把中国文学看做世界
文学的一部分! 同时也完成了
文学史的现代与传统的对接 !

树立了汉语的主体性"这一(对
接$十分关键!如果中国文学不
是作为 (整体 $!就谈不上主体
性"如章先生所论证的!(人性$

并非外来之物! 尤其中国的近
世文学含有自我更新并走向现
代的能量!实即确立了(中国特
色$!因此古今演变蕴涵着对于
全球化境遇中的中国文化走向
的回应与前瞻! 对于新时期文
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促使他提出打通古今文学
的 !正如 %宏观与微观 &和 %鸿
沟&等文中一再表明的!是针对
当时学界流行(断裂$或(飞跃$

的说法
;

(对中国现代文学与古
代文学的关系!有的学者说!五
四新文学的出现是中国文学传
统的断裂- 有些学者则将它说
成是在继承中国文学传统基础
上吸收外国文学营养而形成的
飞跃" $他认为这两种说法都似
乎言之成理!但都缺乏证据"他
明确表示'(与.断裂/说的意见
不同! 我认为现当代文学与古
代文学的传统从未断裂过$!但
这里的(传统$并非作为主流的
儒学传统!而是像鲁迅在%摩罗
诗力说 &中所谓 (撄人心 $功能
的文学传统 !实即更具生命力
的常具反抗性的(传统$0 章先
生认为 (人性 $本来就酝酿于
中国文学之中 ! 尽管历尽曲
折 !对自由与解放的渴念与奋
斗从未消歇! 到近世在外来文
化的刺激下而出现(飞跃$的态
势" 问题在于章先生通过具体
论证把 (人性 $置于历史进程
中 !一方面坚持鲁迅所代表的
(人性的解放 $精神 !另一方面
也破除了关于 (五四 $的 (现
代$迷思"

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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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就有学者
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说
法! 就有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
呼声! 然而关键在于问题的提
出与解决方式"我们再来看%鸿
沟&一文!在主张从现代文学来
发现古代文学中富于生命力的
文学链接时! 先生举了朱自清
%荷塘月色&与梁元帝%采莲曲&

的例子!另举了龚自珍%病梅馆
记&与俞平伯%花匠&的例子"在
主张现当代文学研究应当关注
与古代文学的联系时! 举了巴
金%家&与%红楼梦&+戴望舒%雨
巷&与李璟%浣溪纱&的例子"或
许对这些例证或解释可见仁见
智! 但却无法否认中国文学的
(整体$存在!其实自

0%12

年代
起章先生就发表了 %关于魏晋
南北朝文学的评价&%李梦阳与

晚明文学新思潮& 等一系列文
章! 都在不断发现与评价古代
文学中具有现代价值的文学传
统! 而提出古今演变可说是对
自己的研究实践的一种理论化
的表现" 中国文学(整体$观念
的理论意义在于打通了两头 !

摆正了现代与传统的关系 !当
然给文学史研究者,,,无论是
古代还是现当代的文学研究
者,,,带来挑战 !要求开拓视
野 !其根本目的在于更好地了
解中国文学 ! 同时具有一种
参与建构当代新文化的实践
意义 "

围绕 (整体 $观念 !章先生
作了许多细致的工作! 处处闪
现其(辩证$思维之光" 所谓古
今演变本身旨在消解古今二元
对立的思维模式!不仅是古今!

对于新旧+雅俗+现代与传统这
些相通的概念也具此意义" 长
期来古今文学之间的分界 !不
仅由于学院学科所致! 从更深
层面来看!也是新与旧+进步与
落后之类的二元思维结构所造
成的" 我们今天年轻人学习古
代诗词+ 书法等传统文化蔚成
风气! 因此在当下学习古代文
化传统的热潮中来看章先生提
倡古今演变!就愈加觉得亲切"

那时候! 如果有人声称要学做
旧体诗词!那简直不可思议!无
形之中属于一种禁忌" 长期以
来把古代文学看做一种科学研
究的对象! 使之教科书化或博
物馆化!给人观赏或批判!要学
习的话是学习阶级斗争或现实
主义之类" 而章先生提倡打破
古今!立足于当下!把文学回归
到感情+美感!把文学传统变成
生活和创作的源头活水" 我们
来看%宏观与微观&中一段话'

在今天的中国文学史宏观

研究中! 首先要解决的也是从

怎样的文学观念出发的问题 "

而在我看来! 我们之作为出发

点的文学观念! 既必须与当前

的文学发展的实际相适应 !又

应不与以前的文学发展的实际

背道而驰"否则!我们的宏观研

究就只能导致以下两个结论中

的一个# 中国文学的发展越来

越走上了死胡同!或者!中国文

学以前一直走在错路上! 到了

某一阶段$例如五四运动时期%

才走到正路上来& 而这两个结

论显然都并不符合中国文学的

真实面貌& !)不京不海集(%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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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先生所说古今的 (今 $!

从文学史研究来说指现代文
学 !也常指 (现当代 $!上面这
段话中则明指 (当前的文学发
展 $! 由是把古今关系置于当
下进行时 !或未来时 !其中充
盈着普遍人性对美好未来的
向往 !也包括当代生活的精神章培恒先生给

独立招收的第一届

博士生陈建华授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