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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跨界的拉丁艺术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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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小解的艺术史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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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在这个日益不平等的时代

我们可以如何欣赏甚至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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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因此对于文学史研究者
也含有如何立足于当代观照
历史的课题"当下的问题意识
给历史注入活力"同时历史研
究不仅是一种专业工作"也是
一种参与当下生活与历史进
程的实践活动& 因此文学史研
究者更应当成为名副其实的
人文学者"只有打通古今才能
对中国文学史有个整体的认
识" 为创造新文化做出贡献&

上引这段话如果从诠释学角
度来理解也富于潜力 " 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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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与我们
习知的克罗齐式的)一切真历
史都是当代史( 的说法相通"

而章先生又说)又应不与以前
的文学发展 的 实 际 背 道 而
驰(" 意谓历史需要合乎历史
真实 "须做艰苦的探索 "须遵
循实证方法与学术规范&

谈到艺术形式"章先生以
脍炙人口的王安石 *泊船瓜
洲+中)绿(字为例,)如果没有
从唐代杜甫开始明显起来的-

经贾岛等努力推进的诗歌注
重炼字的传统"王安石就不会
对此字反复推敲.而王安石这
种创造性劳动又为后来的诗
人炼字方面提供了宝贵的经
验/ 所以"在考察文学形式演
进时"应着眼于由无数作家的
贡献所组成的文学技巧的不
断丰富和提高& (%#不京不海

集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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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从 )炼字 (的
修辞方法的历史演变来考察
)绿(字的创意价值"这种方法
也适用于其他文学形式范畴
的分析" 如今天常用于小说-

电影分析的类型研究& 学者须
对文学文本及形式传统了如
指掌才能做到这样的细节考
察"因此古今演变的研究对学
者提出更高的专业要求& 另外
须注意的是)传统(一词"意谓
形式创造的历史累积"要在艺
术上推陈出新"必须以熟悉前
人创造成果为前提& 这与艾略
特所谓诗人须自置于经典传
统之中推陈出新的说法异曲
同工"而王安石的)绿(字凝聚
着)影响的焦虑("因此对于今
天的艺术创造"章先生的解释
也足资启发&

由 )古今演变( 的 )古(

)今( 构成传统与现代互动的
时空场域" 并非僵化的概念&

从古今两端思考问题将激发
新的探索热情 - 新的思想火
花& 古今演变作为新的研究方
向本身是开创性的 " 有待探
索" 却启迪了无限的可能性"

正如章先生 所 举 的 巴 金 的
*家+与*红楼梦+的联系"也是
一番探索而发现的例证& 对于
现代文学这一头"他在*开端+

一文中把
LM

世纪初定为现代
文学的开端"虽然这一提法已
在学者当中流传"但先生另有
问题意识,一面重申)五四(的
)人性的解放(的精神-白话文
与艺术创造的划时代意义"一
面把)五四(回到历史真实"打
破概念的迷思而开拓鲜活多
元的思想空间 & 对鲁迅早期
*摩罗诗力说+-梁启超和徐枕
亚 *玉梨魂 +的解读 "皆以 )人
性 ( 历史演变的观点一以贯
之"令人对于

LM

世纪初至)五
四 ( 之前的文学形态刮目相
看"尤其对一向被)五四(所反
对被文学史所否定的 *玉梨
魂 +的肯定不啻为重估 )鸳鸯
蝴蝶派(开启了闸门& 同样如
上面提到 *新著 +中近世文学
)嬗变期( 的论述也具有探索
历史盲点与祛魅 )五四 (的意
味 "如对 *海上花列传 +的 )高
度艺术成就 (的评价 "在较早
LMML

年发表的*写实主义成分
在明清小说中的增长+一文中
已有论及 ,)*海上花列传 +虽
不足与 *儒林外史+*红楼梦+

并驾齐驱 "但其描写 0平淡而
自然1" 故尚不致与它们背道
而驰 & 到了清末的所谓四大
0谴责小说1"却走了回头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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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平淡而自然(是鲁迅在*中国
小说史略 +中肯定 *海上花列
传 +语言风格的批评 "但章先
生以四五页篇幅论述其文学
成就 " 另一方面鲁迅把四大
)谴责小说( 看做晚清小说成
就的代表 "因此章先生说 )走
了回头路("意谓走上了)载道
言志 (的老路 "也是对鲁迅观
点的某种修正&

从
古今演变来观察近十
几年的中国文学和文

化的研究热点或趋势"不仅可
看到章先生的 )整体 (观念仍
具充沛活力"且开启多元的探
索空间&

在近年来迅速发展的)通
俗文学(研究论述中"*海上花
列传+被尊为现代城市文学的
源起 "*玉梨魂 +则是 )鸳鸯蝴
蝶派 (的鼻祖 "在此语境里来
看章先生关于这两部小说的
高度评价"无疑为)通俗文学(

的正名及其研究的开展起了
很大的推动作用& 现在对于范
伯群先生提出 )通俗 (与 )五
四 (的 )双翼 (说 "学者们似不
反对"由是也形成了)雅()俗(

分治的格局& 特别在作品的艺
术性与经典性问题上 "治 )五
四(者不乏居高临下者"治)通
俗( 的则不乏自视为软肋者"

这些倾向对于文学 )整体(的
认识都是不利的& 在这方面我
们应当学习章先生对这两部
小说的论述"破除雅俗的思维
局限"以人性表现与艺术形式

的互动关系为准则"方能有助
于)大文学史(的书写&

近年来王德威先生提出
中国文学的 )抒情传统 (得到
学界关注"也出现不少研究成
果& 自)重写文学史(以来在中
国文学研究中最热门的莫过
于)现代性(议题"大约觉察到
其局限" 于是呼吁抒情传统"

含某种回归传统的意味"不过
迄今为止对抒情传统的研究
大多是理论阐述或着眼于现
代文学或文化中的抒情表现&

从抒情传统的角度来看 *新
著 +"始终贯穿着 )尚情崇美 (

的主流"强调文学的基本特征
即为情感的表现"可说是一部
抒情文学史昭昭在目"且透过
人性的复杂棱镜呈现出抒情
传统的丰富色谱& 如论及明代
中期祝允明时指出 ,)他对写
作艳体诗的热衷(" 并对现藏
于上海图书馆的*祝允明书艳
体诗册 +作解读 "认为在数量
上超过韩渥和杨维祯 ")在诗
歌史上是很值得重视的& 这意
味着通过歌咏男女爱情来冲
击礼教和儒家诗学观念的努
力 " 在明代中期已经重新开
始"并且已有明显的表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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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向受到儒家正
统排斥的历史脉络中认为)艳
体诗(属于个体私情的人性深
刻的表现"几乎视之为一个抒
情次传统"同样也见诸对晚明
王彦泓的高度评价"并指出从
LM

世纪初至抗战时期郁达夫-

王独清- 唐弢等都受到影响"

还传到日本被称为中国的波
特莱尔& 这个现代链接是个重
要提示&

LM

世纪初王彦泓的作
品被重新发现而被称为)香艳
体(" 尤其在民国初年不仅其
作品被广为传播与模仿 "在
)男女平权(思潮的影响下"如
王文濡主编的*香艳杂志+-周
瘦鹃的 *香艳丛话 +等大力发
掘表彰古今女性作家的)艳情
诗(& 其实章先生对这方面一
向关注"如*新著+论及明代中
期杨慎之妻黄娥的散曲时指
出肯定了)女性对自己的权利
的要求 ("即为一例 %下卷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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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MN

年章先生在*文学
评论+发表*2玉台新詠3为张丽
华)撰录(考+一文不啻在追溯
女性)艳体诗(的历史渊源了4

*开端 +与 *新著 +对近世
文学嬗变期至

LM

世纪初的文
学的考察释放出新的空间"对
于目前流行的 )清末民初(研
究也扮演了启其先机的角色&

继王德威 *被压抑的现代性+

之后 "韩南先生的 *

OP

世纪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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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中国小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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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中国对西方的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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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版 "颇具标志性 "海外大
咖们聚焦于这一时段决非偶
然& 正如章先生所揭示的"从
王国维 -鲁迅 -梁启超到韩邦
庆 -徐枕亚 "在国族危机之际
求新求变"无论思想-感情-语
言等方面空前呈现古今中外
之间的冲突-调适与融合的复
杂性"对于历史演变的反思启
迪了多元思考的可能性& 最近
陈广宏教授的*中国文学史之
成立+一书对清末以来的中国
文学史书写作了系统考察 "即
以 )整体 (观照及运用宏观与
微观方法的出色成果& 如书中
专章讨论黄人的 )审美为目
的 (的文学史观念 "是清末文
学演变中的重要一环& 又如对
胡适的 )纯文学史 (与郑振铎
的)俗文学史(作了精彩论述"

也带来进一步思考,)五四(的
文学史建构可说是把雅俗两
界占尽风光"当然)旧派(文学
就无处容身了&

近年来文学与文化的跨
界研究方兴未艾 " *新著 +的
*增订本序+说,

对于不少学者指出$光从文

学来研究文学是不够的!必须从

文化的总体发展中来研究文学%&

我们的看法是'从文化的总体来

研究文学确实是必要的!但如果

没有 对 于 文 化 各 个 组 成 部

分()*包括文学在内***的分

门别类的深入研究!哪有对于文

化总体的多少接近于正确的认

识!又如何能从文化的总体来研

究文学+ ,,所以从文化的总体

发展来研究文学和着重于-并不

是$光从%.文学本身来研究文学

都是需要的!二者可以)))而且

必须)))相互配合/ 相互促进!

以致彼此纠正0 本书属于后一种

工作的性质&

对于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势头"

章先生敏感地作了回应"谨慎
而具开放性"并且提出了如何
立足文学而从事其与文化之
间的研究"对我们来说也是带
有方向性的启示&

章先生的文学整体观念
离不开他的宏观与微观的研
究方法"对材料的收集和考证
一丝不苟 "却全局在胸 "崇尚
真知灼见"许多观点是经过长
期酝酿反复验证而产生的"因
此我们亟须对先生的著述-对
他的学术思想与方法展开研
究"同时须保持他勇于探索不
断开拓的精神"有所发现和创
造"为新时代的文化建设作出
新的贡献&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

学人文学院致远讲席教授' 本文

根据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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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作者在复

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举办的

(章培恒先生与中国文学研究)

系列讲座上的演讲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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