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年
#

月
%

日 星期五 !"

学人

!下转
!"

版"

!

讲演

在
海报上!第三讲的报告
题目为"现代中国文论

中的 #情$动$力%& 论 #兴%与
#情 %'!但在正式讲演中 !却被
微调为"#情$动$力%&现代中国
文论的#情%与#兴%'(不妨用一
个不甚贴切的类比来对王德威
此处的 "微言大义 '试加揣测 &

以前总有人称苏州为 "东方的
威尼斯'!但后来发现 !这样的
比附实为不伦 !因为相较于拥
有

!"##

余年建城历史的 "白
发苏州 '! 威尼斯实在只能算
是一个姗姗来迟的后辈小子 (

王德威虽然坦承 "情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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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来自两位法国文
学 评 论 家 或 思 想 者 德 勒 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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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这一批评
概念在新世纪初期的西方学
院里还造成了一个所谓的 "情
动 转 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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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如果将之生硬套用于中国现
当代文学研究 !往往不免有削
足适履之嫌 ( 因此 !不如转而
选用一组中国文论中的关键
词 "情 '与 "兴 '!与之展开对
话 ( 为此 !王德威还刻意用分
隔符将 "情动力 '这三个汉字
分别隔开 !试图用分裂来造成
新的紧张 !借以增加不同的论
述可能 (

王德威首先对"情'的含义
作了拓展& 除了人性本有的七
情六欲和"情志 '"情怀 '以外 !

"情'还有在历史语境中衍生出
来的"情境'"情态'和"情势'等
含义(此外!它也可指生命实然
本有的现象甚至原貌! 包含有
真实,真相和真理的意味(

尽管在古典文论中 !"力 '

字很少能与 "情 '字相提并论 !

但在前一个世纪之交! 也即从
晚清到民初!"力' 字却突然在
中国文论中高频出现!龚自珍,

谭嗣同和梁启超等人都有关于
"心力'的论述!鲁迅则论及"诗
力'!王德威将这一群体现象名
之为"心力学'(

德勒兹等人对"情动力'的
论述!主要包括几个环节&首先
是主体对外部世界的感知 !其
次是主客体互动而生发的情感
动力! 然后是这一动力又接着

催生出另一次主体对另外的客
体或主体的行动( 由于不再将
情感看成是静止的! 所以他们
对艺术和审美的理解也随之发
生改变 &"艺术并非是概念 ,感
知 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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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情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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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事物!而是关于感
知物,情动力的事件'-"美学并
不是与感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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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
与感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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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联动过
程'( 感觉较之于感知的"特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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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 !正在于前者是
"感知物与情动力'的杂糅(

简言之!"情动力' 理论的
重点就在于给情感加上 "动 '

能(就此而言!中国现代文论语
境中可以与之展开对话的论述
有很多& 梁启超认为中国韵文
里的情感! 具有引领人们超越
本能和现在! 进而与宇宙众生
"迸合为一'的力量( 他之所以
称杜甫为 "写情圣手 '!是因为
杜甫作品里蕴含的情感能量 !

能够 "鞭辟' 到人心的 "最深
处 '!打动心弦 -提倡 "唯情哲
学 '的朱谦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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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
言&"宇宙万物无一不为真情所
摄'!而"大宇宙的真相!就是真
情流 '- 而朱的朋友梁漱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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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直接将"情'字
解释为"情感的动'(

!

情感的动 '也就是 "兴 '(

.文心雕龙/里说&"兴者!

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拟义( '作
为儒家传统描述力量启动之最
原初的概念!"兴' 也与五四新
文化运动以后的知识分子发生
了诸多的关联 ( 诗人梁宗岱
)

2187

+

21?7

*以"兴'来诠释他
所倾心的象征主义"灵境'( 他
认为!象征主义的精义在于"藉
有形寓无形!藉有限表无限!藉
刹那抓住永恒 '!而所谓 "依微
以拟义'的"微'!颇能道出象征
中本体和象征体 "两物之间微
妙的关系 '- 闻一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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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将 "兴 '与象征联系在
一起!只不过他接着将 "兴 '解
说为"隐 '!从而赋予了 "兴 '在
社会文化中的积极功能( 他这
样解说"隐'&"它的手段和喻一
样!而目的完全相反 !喻训晓 !

是借另一事物来把本来说不明
白的说得明白点-隐训藏!是借

另一事物来把本来可以说得明
白的说得不明白( 喻与隐是对
立的! 只因二者的手段都是拐
着弯儿! 借另一事物来说明一
事物('"隐'的功能则通过诗来
实现 &"诗+++作为社会诗 ,政
治诗的雅!和作为风情诗的风!

在各种性质的沓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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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监视下!必须带着伪装!秘密活
动!所以诗人的语言中!尤其不
能没有兴( '

另两位对"兴'有比较突出
论述的现代人物则是在人格和
立场方面都相去甚远的马一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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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者在国族危
亡关头! 提倡多难兴邦! 宣称
"天下虽干戈!吾心仍礼乐'!努
力在"兴'与"仁'之间建立联动
关系 !用 "仁 '来呈现 "兴 '!用
"六艺 '来完成 "仁 '-后者则把
"兴'理解为无中生有!就"像数
学的零忽然生出了一 '! 并且
"没有因为'( 他的结论同样惊
人和突兀&所有天下大事!都是
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兴的展现 (

兴之所至! 甚至能让天地山川
为之震动( 而千万人为之付出
血泪代价的"惊险'事件却也可
以化为"惊艳'(

上述对 "兴 '做出不同论
述的四位 !尽管所属阵营有新
旧之分 !立场亦有激进 ,保守
甚至反动之别 ! 但除了梁宗
岱!其余三位都突出了 "兴 '所
具有的能被主体用以回应和
介入现实情境的能力( 这实际
上也是 "兴 '能够与强调情感

在主客之间或主体与主体之
间流动的 "情动力 '构成对话
的另一方面 !尽管胡兰成的个
案 同 时 也 在 提 醒 人 们 注 意
"情 ' 本身的复杂性和不稳定
性!以及其间的真伪辩证(

正
如王德威自己所说 !

在一定程度上 ! 第三
讲已经表现出了为第四讲与
北大中文系部分同人就 "中国
抒情传统 '论述展开对话进行
铺垫和准备的意图( 略显吊诡
的是 !王德威关注中国的抒情
传统 !原本不无以中国文论的
资源裨补西方情动力论述之
不足的动机 !但当他将陈世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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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用于中国
古典文学研究的 "抒情传统 '

论述延伸至中国现当代文学
领域 ,并因此而招致了一些批
评之时 !"情动力 '理论又反转
过来 !可以在两个方面给予他
以支持 &第一 !"情动力 '之所
以有能量酿成 "情动转向 '!是
因为它深深植根于西方哲人
和文学批评家以抒情主义来
反思 "现代性 '的传统 !这一传
统在中国学界所熟知的西方
左右两派知识分子的思想中
都有明显传承! 前者如卢卡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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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者如
海德格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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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抵抗,

均衡和弥补西方科技等物质
现代性所带来的理性的异化
或宰制等弊病之时 ! 情感 ,直
觉和所有这一类抒情主义品
质所钟的 "诗 '!所表现出来的
力量之强大 !表明它的效力绝
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西方( 事实
上 !在新中国的文学及思想史
上 !陈世骧和高友工这一脉似
乎缘起于 "海外 '华语学界的
抒情传统论述 !也屡屡能够找
到知音同道甚至哲学上的论
证( 这样的例证包括沈从文在
01"!

年对 "事功 '和 "有情 '的
论述 ! 以及他于

01B0

年提出
的 "抽象的抒情 '-曾经以 .启
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在

01?8

年代领一时风骚的李泽厚 !也
在

01?8

年代和
0118

年代之
交!发生了"情'的转向!遂有"情
本体'的提出!并援引郭店楚简
"道出于情' 作为自己理论的佐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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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当王元化以"情本
位'来概括龚自珍的思想!并将
龚自珍所珍视的"情'阐释为"反
封建束缚要求个性解放的 #自
我%' 之时! 他大概并没有意识
到!.龚自珍思想笔谈/会成为新
时期重提"文学是人学'的思想
先声( 此外!王元化提议用刘勰
的"情志'概念!来代替朱光潜用
以翻译黑格尔引用的那个希腊
词"情致'!原因也在于!他认为
"情志'能够更好地突显出黑格
尔赋予这个词由内心 "冲突驱
使人物起来行动 '这样一种兴

!抒情"#捍卫和解释文学的!通关密语"

"""王德威教授!现代中国文论刍议#系列讲演侧评$下%

!抒情"是文学研究者之所长#也是他个人捍卫和解释文学的!通关密语"$ 当各种大说在社会上流行
甚至流窜的时候#重新看待在历史的脉络里充满了不稳定性的!情"之发!抒"问题#透露出来的#恰
恰是作为文学研究者的我们#对自己研究领域丰富性的信心#对文学以视通万里的神思和想象参与
历史并能够与之产生互动之能量的捍卫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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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威坦

承#情动力$一

词来自两位法

国文学评论家

或思想者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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