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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5$年中国文论话语研究之我见!

曹顺庆!刘衍群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5$

摘3要#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学术理论总体以西方"话语体系#为圭臬$中国文论话语也处于一种"失语#状态% 学界

对此进行了深刻反思$进入 !$世纪 6$年代$以曹顺庆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中国文论话语建设应理清中国文化与文

论之间的关系$把握中国文化生成规律和学术运作规则% 站在 !"世纪的理论前沿$中国文论话语建设观念进一步明了$

这就是*古今通变$融汇中西% 而 "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是这一观念的具体实践$"变异学#理论已成为国际社会所理

解和接受的标识性概念$标志着中国话语的创新与重大突破$对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建构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文论话语'"失语症#'融汇古今'"变异学#理论'改革开放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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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3$失语症%的提出

"61%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从此#

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与社会变

化同步#中国文学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 改革开

放 5$年来#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方向就是中国文

论话语建设%

在 !$世纪 6$年代#笔者首次在)!"世纪中国

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

!中提出&文

论失语症'的问题#接着#在另一篇有关 &文论失语

症与文化病态'的文章中笔者进一步指出!&长期

以来#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

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

语.状态% 自-五四.-打倒孔家店."传统文化$以

来#中国传统文论就基本上被遗弃了#只在少数学

者的案头作为-秦砖汉瓦.来研究#而参与现代文

学大厦建构的#是五光十色的西方文论,建国后#我

们又一头扑在俄苏文论的怀中#自新时期""6%$

年$以来#各种各样的新老西方文论纷纷涌入#在中

国文坛大显身手#几乎令饥不择食的中国当代文坛

-消化不良.%'

"此观点一经提出便引发了学术界

广泛而持久的讨论% 程勇在)对九十年代古代文论

研究反思的检视*中谈到!&-文论失语症.这一对

当代文艺学困境的概括首先是由曹顺庆先生提出

的++斯论一出#顿时激起轩然大波#学者们或支

持或反对#或深入追思#或另辟思想阵地#成为世纪

末文坛最抢眼的一道景观%'

#在 "661 年)文学评

论*中#甚至连续四期开辟&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

代化转换的讨论'专栏#许多著名学者包括 72希

利斯2米勒(乐黛云(蔡钟翔(张少康等都参加了

讨论% 在同年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六届

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失语症'与中国文

论话语重建问题同样成为了讨论的热点$

% 但不

管学界各持怎样的论调#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的

&失语'状态的确是中国文论话语建设道路中一

直存在并影响其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介

于中国文论话语&失语'的现状#笔者提出了重建

中国文论话语的构想% 这一命题得到了许多专家

学者的响应和支持% 季羡林先生在 "66# 年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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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外中外文论絮语*#对&失语症'及&中国文化

话语重建'进行了探讨% &曹顺庆先生的文章是

一篇很好的#很有见地的文章% 我们意见不同之

处只在-失语症.这个词儿上#究竟是谁患了文论

话语的-失语症./ 是中国#还是西方/'

!陈洪(沈

立岩也在文章中指出!&检讨这一-失语.的全过

程#特别是目前的状况#我们也必须看到其负面#

即作为一个拥有辉煌过去的民族#我们做学生的

时间稍微长了一些% 其中的原因自非一端#而有

的原因是无法避免的"外敌入侵$#有的则是-自

取其咎.% 从这个意义上讲#理论-失语.实为百

年来我们这个民族多舛命运的必然结果% 同样道

理#文论的-失语.又是这一广泛理论-失语. "中

性的(描述意义上的$的必然结果% ++虽然对

文论-失语.的程度与性质看法不尽相同#但大前

提存在-失语.现象还是无疑的% 因此#重新建构

文论话语系统#进而加入国际平等对话#是文论界

同仁共同的课题%'

"

既然我们看到了中国文论的&失语'#就应该

在理论的研究(实践中正视它#分析它并且积极地

解决% 因为话语的问题能不能被解决直接决定了

中国文论话语建设的成功与否#也关系到中国文

论能否真正走向世界%

首先#中国文论&失语'的原因主要是源自中

华文化一种病态的发展和民族心态的失衡% "6

世纪末到 !$世纪初#西方列强凭借其坚船利炮打

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华文化被深深地动摇了% 各

有识之士不得不&师夷长技以制夷'&求新声于异

邦'#抛弃传统文化#利用西方的&先进'文化救民

族于危亡% 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心态逐步失衡#对

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也走向极端% 所以#这种在军

事(政治(经济等外力逼迫下所产生的文化选择必

然不是中国文化正常的发展样态%

其次#中国文论的&失语'代表着中国文论的

灭亡吗/ 其实不然#中国文论并没有死#只是我们

人为地认为它是死的% 由于上述的民族心态失衡

所导致的文化病态#历史地发展下来形成一种思

维定势% 这种定势使我们惯用西方文论来阐释中

国文学#这种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西方理论化

的转化#完全曲解了中国古代文论#使得其走向

&失语'的道路% 但运用中国传统话语的文艺理

论并没有消失#像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以及钱钟

书的)管锥编*就充分发展了中国传统的话语方

式% 特别是)管锥编*#其&秉承中国传统话语-依

经立义.的意义生成#对中国先秦至唐的多部文

化元典进行了阐释% 该书长达 "*# 万字#但并不

是以西式的(宏观性的(体系性的论著形式出现#

而是采用中国传统的注(疏(传的方式来书写#甚

至用文言著书#每-则.通常以古籍或评注中的一

句引文为起始#然后援引古今中外各个时期的评

论及与之并行的比照文字#最后是钱钟书自己的

观点'

#

% 显然#中国传统文论的话语仍然延续于

我们的文化之中#既然中国学者看到了中国文论

建设的&失语'问题#就应该&知耻而后勇'#敢于

打破西方文论建立起来的理论定势#走向中国文

论话语的自强之路%

二3学术规则的明确

中国文论话语建设除了看清历史发展过程中

的&失语'问题#还应理清中国文化与文论的话语

系统#也就是文化生成规律和学术运作规则% 这

种根植于文化土壤的学术规则始终保持一种动态

的稳定#并不断派生出流动变化的思想和理论范

畴% 只有弄清楚这本质规律和规则#我们才能为

今天的文学理论建设提供&活的'文化运作机制

和规则% 也就是说#当我们面对西方文论话语和

中国文论话语的时候#要通过文化的生成机制和

学术规则来判定哪个是属于西方文论的范畴#哪

些又是中国文论的范畴#如此才能真正认识东西

方各异质文化的不同路径和特色%

那么中国古代文论的学术规则及文化生成规

律到底是什么呢/ 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名

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在老子哲学中#-道.可说是实存或实在而非实

体#就是说#-道.是真实存在的#但不是独立的(

不依赖于任何事物的绝对单纯者或不变者#也不

是构成万物的最后基质% -道.又是以-虚无.为

其特征的#-道.就是-无.#惟其虚无#才能永恒而

常在#即所谓-常道.% 但这所谓-虚无.决不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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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恰恰是最真实的存在#是一切存在者所以存

在的最后根源#它只是无形象(无声音(无颜色而

已% 这正是-道.的-玄妙.之处%'

!所以老子阐

释的&道'#根本上是&无'% 他还明确指出!&天下

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从这可以看出中国古

代文化的一个意义生成方式就是&无中生有'#这

个&无'#不是虚无#而是一种&无在之在'&无物之

物'% 这种意义生成方式在文学理论和艺术理论

中叫作&虚实相生'#如柳宗元的&孤舟蓑笠翁#独

钓寒江雪'#马远则用一位老翁独钓于船头#四周

全是留白的画面来展示% 但就是这&无' "留白$

生出了烟波湖面的浩渺与秋意寒气逼人的意境%

又如中国的传统琴乐111古琴#其弹奏的每个音

之间自然存在着音响间隔的空间#每次被弹奏后

就会以余音方式渐隐而去#这种在间隔空间中微

妙而渐隐的无声转化正是&无'与&有'(&虚'与

&实'的相生% 虽然老子追求&无'#但如果完全不

用语言来言说与表达#又如何告知于人#所以&老

子创造出一条-以言去言.之路#即通过有言#教

人去认识(去领悟那无言之道#从而超越语言#直

达-道.之本真%'

"中国历史上的文论家大都承袭

了这种学术规则#强调语言文字的表达不是最终

目的#而语言背后深层的意义却更深远(玄妙#难

以穷尽% 如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2隐秀*!&义

主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

渎之韫珠玉也%'南朝梁钟嵘)诗品序*!&文已尽

而意有馀%'唐皎然)诗式2重意诗例*!&但见性

情#不赌文字#盖诗道之极也%'唐司空图)诗品2

含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北宋欧阳修)六一

诗话*!&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

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梅尧臣语$由此#进

一步确立了中国所特有的学术规则和话语生成及

话语言说方式% 而学术界十分推崇的&意境'理

论#就是这一个意义生成方式的结晶%

另外一个中国文化的意义生成方式可以归结

为&依经立意'#就是对经典的阐释传统% 西方的

阐释学#在当代文坛十分时髦#其实中国从来就有

自己的阐释传统% 如&诗无达诂'即是典型的一

个例子% &诗无达诂'#语出董仲舒)春秋繁露*卷

五)精华*% &达诂'的意思是确切的训诂或解释%

宋人刘辰翁在)须溪集*卷六)题刘玉田题杜诗*

中所说!&观诗各随所得#或与此语本无交涉%'其

子刘将孙所作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序*说的&古人

赋)诗*#独断章见志% 固有本语本意若不及此#

而触景动怀#别有激发'

#

% &各随所得'&别有激

发'#就是讲的文学阐释中的因人而异% 此外#像王

夫之在) 斋诗话*卷一所说的&作者用一致之思#读

者各以其情而自得% ++人情之游也无涯#而各以

其情遇#斯所贵于有诗'#也是谈的阐释的差异性%

以至常州词派论词所说的&初学词求有寄托#++

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

知者见知'"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谭献)复堂

词话*所说的&所谓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

及)复堂词录序*所说!&侧出其言#傍通其情#触类

以感#充类以尽% 甚且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

之用心何必不然%'中国自先秦以来#一直依据这个

传统#经历了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宋代理学(明代

心学到清代的朴学考据学% 清阮元主持校刻的)十

三经注疏*本#囊括了)易* )诗* )书* )周礼* )礼

记*)仪礼*)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孝经*)论

语*)尔雅*)孟子*"*部儒家经典#内容博大#其中

每一卷都由不同时代的大家进行注(疏#彰显出中

国自古以来对于经典阐释的重视和崇尚#以及由此

形成的话语规则%

综上#&无中生有'的意境和&依经立意'的阐

释#可以说是中国文化潜在的(深层次的且不易改

变的学术规则#在这个规则下会衍生出不同的中

国文论范畴#如&妙悟'&兴趣'&比兴'&神韵'&意

境'等#这些形成了中国所特有的文论话语体系%

通过明确学术规则#运用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就可

以进行中西文化及文论的判定和选择% 在构建中

国文论话语的过程中#只要紧紧把握住中国文化

的学术规则及意义生成方式这一根本原则#那么

前述的&失语'问题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不至

于再出现中国文论全盘西化的极端情况%

三3变异学理论的建立#古今通变&融

汇中西

新时期中国文论话语建设#不能再走前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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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路#用西方文论来阐发中国文论!

% 近年来#有

学者提出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现代转换#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我不赞成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因为

所谓现代转换的前提是古代文论不行了#古代文

论是死去的文论#在笔者看来#中国古代文论在现

当代仍有生命力#可以为中国文论话语建设提供

强有力的支撑% 但是#就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那

种所谓超越时间和历史的纯粹客观性理解是根本

不存在的'

"

#对待古代文论#它毕竟是古代的东

西#除了看到其&通'的一面#更要发现它&变'的

一面#&变'就是融汇中西#要在古今通变的基础

上融汇中西% 西方文论的很多东西都是值得我们

学习的#我们把中西文论结合起来#其实就是一条

很好的路%

在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和融汇西方文学理论的

基础上#笔者提出了一种理论叫变异学#受到西方

学者的肯定% !$"5年#笔者的英文著作!&'%O3/"U

3-")# &'%)/B)2()*+3/3-";%:"-%/3-$/%")比较文学

变异学*$#由全球最著名的出版社之一斯普林格

"TPM(/CEM$出版社出版#并在美国纽约(英国伦敦(

德国海德堡同时出版发行% &'%O3/"3-")# &'%)/B

)2()*+3/3-";%:"-%/3-$/%")比较文学变异学*$系

统地梳理了比较文学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研究范

式的特点及局限#首次以全球通用的英语语言提

出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新话语!&比较文学

变异学'#将这一彰显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

理论话语及研究方法呈现给世界% 打造了一个易

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和

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了对变异学的研究

和讨论% 美国科学院院士(芝加哥大学比较文学

教授苏源熙"gL?/TL?HHQ$等学者合著的比较文学

专 著 " 7#-/)<$8"#4 ()*+3/3-";% ,"-%/3-$/%! E%G

&/%#<13#< ?++,"83-")#1$高度评价了笔者提出的比

较文学变异学% 在该专著的第 +$页#作者引用了

笔者的)比较文学变异学* "英文版$中的部分内

容#阐明比较文学变异学对于另一个必要的比较

方向或者说过程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成果#&!$"*

年出版的曹顺庆教授的)比较文学变异学*"英文

版$,与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形成对比#

曹顺庆教授倡导第三阶段理论#即#新颖的(科学

的中国学派模式#以及具有中国学派本身的研究

方法的理论创新与中国学派' ")比较文学变异

学*"英文版$第 5* 页$% 通过对&中西文化异质

性的-跨文明研究.#曹顺庆教授的看法有更进一

步的发展与进步")比较文学变异学*"英文版$第

5*页$#这对于中国文学理论的转化和西方文学

理论的意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4/'IB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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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欧洲科学院院士()欧洲评论*主编(比

利时鲁汶大学">/(VEMH(IQ'J_E?VE/$英语与比较

文学教授西奥2德汉"XBE'8mBLE/$对)比较文学

变异学* "英文版$所评价的!曹教授的该著作

"&'%O3/"3-")# &'%)/B)2()*+3/3-";%:"-%/3-$/%$

&将成为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L/ (S@

P'MIL/IHILCE$ #该书将比较文学从西方中心主义

方法的泥潭中解脱出来#推向一种更为普遍"?/(@

VEMHLF'/E$ 的 理 论 '% "& GLS LFMEL&QH?ME#

IB'?CB# IBLIRL'. H]''0 \(FFSLM0 L/ (SP'MIL/I

HILCE(/ IBE&EVEF'PSE/I'JR'SPLMLI(VE_(IEMLI?ME

L\LQ JM'S L PME&'S(/L/IFQ dEHIEM/

2

.E/IME&

LPPM'L.B I'LS'ME?/(VEMHLF'/E)'$显然#比较文学

变异学已经成为国际比较文学一个标识性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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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曹顺庆#等!改革开放 5$年中国文论话语研究之我见

成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中国话语%

笔者在 !$$#年对于变异学下了一个明确的

定义!&比较文学变异学将比较文学的跨越性和

文学性作为自己的研究支点#它通过研究不同国

家之间的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以及研究没

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范畴上存在的

文学表达上的异质性和变异性#从而探究文学现

象差异与变异的内在规律性%'

!有很多西方著名

学者认为#这个理论的提出对全世界的比较文学

是非常重要的理论突破% 在书中#笔者将异质性

作为变异学理论的核心观点#指出比较文学的研

究应该从&求同'转变到&求异'#特别针对中国学

派的现状而言#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同等话语

地位的比较研究% 在变异学理论的视域下#作为

中国文论话语异质性基本保证的中国古代文论#

也变得神采奕奕起来% 因为唯有 &异'才能生

&变'#这个&异'本位就是笔者提倡的以中国文化

与文论为主来重建中国文论#中国文论话语的建

设就是要打破之前&求同'的研究路径#转向将异

质性作为话语建设的出发点#跳出之前陷入的被

西方文论话语同质化&失语'的怪圈%

在异质性研究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他国

化'这一学术概念#也就是如何来&变'的问题#这

一概念包括&拿进来' "中国化$和&走出去' "西

方化$两个方面% 这里先对&中国化'作以论述#

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佛教化'及

印度佛教的&中国化'可以作为我们现在中国文

论话语建设的一种借鉴% 中国魏晋南北朝&佛教

化'曾一度威胁中国文化之根本% 正如顾郭?先

生所说!&佛教传进中国#有把中国文化的人间

性(理智性和伦理性观念等加以推翻的危险++

两晋南北朝的佛教化是根本虚弱#没有控制的佛

教化,这是有文化解体的可能#一个非常危险的时

期%'

"但在唐宋政治家和学者强根固本的举措

下#最终佛教还是被&中国化'#产生了一种新的

&不立文字'&以心传心'中国化的宗教111禅宗%

当时佛教传入中国#就像今天的西方文化转变中

国文化和文学理论的情况一样#以史为鉴#我们不

能被完全的&西方化'"被西方文化的学术规则所

同化$#我们应该把握住最核心(根本的一点!一

定要把中国的文化话语和学术规则摆在支配性的

地位上#来实现中国&化'佛教#&化'西方文化及

文论% 用中国的学术规则对西方文学理论进行介

绍和转化#消化和吸收其好的方面#就如王国维在

)人间词话*中所做的尝试#他在精神上以意境说

为内核#承袭了中国文化&求无'&义主文外'的学

术规则#但他同时吸收了西方文论中的美学观念

和新范畴#如&浪漫主义' &现实主义' &理想的'

&写实的'#创造出了&有我之境'&无我之境'&写

境'&造境'等新概念% 所以王国维的这种以中国

文化学术规则与西方文论范畴的碰撞与交融#为

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由此他创造出中国文

论现代化的一种新的话语#这种话语既不完全是

西方的#也不完全是中国古代的% 这种由&异'生

&变'是西方文论中国化#中国文论现代化的一条

必然之路#是中西方不同文化在中国学术规则上

的高度融合% 同样#中国文论话语如果想走向世

界#还需要将中国文化及文学理论推向&他国化'

的道路#这个&他国化'指的不是针对在中国文化

土壤和境域中的持续西方化#而是文化的传播与

异质文明的接受问题#是中国文化及文论在其它

不同文化境域上的&他国化' "西方化$% 笔者在

)比较文学教程*对于他国化有明确的定义!&一

国文学在传播到他国后#经过文化过滤(译介(接

收之后产生的一种更为深层次的变异#这种变异

主要体现在传播国文学本身的文化规则和文学话

语已经在根本上被他国所化#从而成为他国文学

和文化的一部分%'

#之所以在前述大谈&他国化'

的中国化#是因为我们长期的失语状态#致使我们

首先要解决全盘西化的问题!在中国文化长期存

在的西方化现象不是他国化#而是属于一种文化

的殖民% 而&他国化'的中国化是扭转我们过往

失语的一个重要手段% 所以#笔者提出他国化首

先作为一种文化复兴的解决路径#其次才是进一

步的理论建设#只有先把中国文化及文化话语扭

转到正常的交流轨道中来#才能进一步开展理论

层面的他国化研究% 只有在&他国化'的实践和

理论中#中外文化(文明的彼此双向互动和交流才

能真正的展开与实现#中国文论话语的建设才会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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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更高的层面%

变异学已经成为一个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

受的标识性概念#标志着中国话语的创新与重大

突破#其世界性影响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论话

语和文学理论的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与指导意

义#为提高跨文明语境中的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建

构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比较文学变异学其核心

是关注跨文化研究中的异质性和变异性% 该理论

话语体系既可以解决比较文学异质性的可比性问

题#又适用于对文学影响关系中的变异问题的阐

释#以及研究不同国家(不同学科(不同文化与文

明之间的文学关系的变异性与创造性% 同时#比

较文学变异学也已成为当今比较文学研究方面代

表中国学派的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 其不仅在文

学(文化(艺术(传播学等领域广泛应用#而且作为

方法论也在文化领域广泛使用#具有世界性与普

适性的价值与意义% 其是一个易于为国际社会所

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已经开始

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 此外#比较文

学变异学话语体系还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学话语

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以实现全球话语平等对话#从

而构建&和而不同'的和谐社会% 建构中国比较

文学学科理论话语体系#对于中国及国际比较文

学学科的健康发展#对于&中国话语'在当代的整

体建构#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具

有重要的意义

中华文化的复兴及中国学术走向世界#这是

一个长远的事情#中国文论话语的建设是其中一

项重要的任务#这也是我们学者当代的重要使命%

从中国文论的死亡到认识到它的生命力#再到在

这个生命力基础上创造出新的话语#是我们当今

学者的目标#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责任#我们

应该在这个道路上努力为中国文论的建设(中国

文化的崛起(中华民族的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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