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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探讨了现代性的内涵以及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了现代性与文学和文学思
潮的关系。
作者以文学现代性理论为标准，厘正了启蒙主义、浪漫主义、新古典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文
学思潮的内涵，并以文学思潮为基本单位重构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从而颠覆了将作家作品按年代排列
的传统文学编史方法。
本书还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重新定位，提出了诸如五四文学是启蒙主义而非现实主义、浪漫主义，“
革命现实主义”是革命古典主义等论断；并指出中国文学现代性、中国现代文学的未完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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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华侨大学特聘教授、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文艺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美学、文艺学、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以及中国文化思想史研究。
共发表论文近二百篇，出版专著十余部，代表作有《审美意识系统》、《系统美学》、《艺术符号与
解释》、《艺术文化学》、《人文综论》、《生存与超越》、《百年文心——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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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现代性与中国文学思潮一、中国文学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未完成性（一）关于近、现代文
学分期的考察现行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包括文学史教科书，划分了古代、近代与现代：1840年鸦片战争
前为古代；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为近代；五四以后，中国就开始了现代史，包括现代文学史
。
这种划分是否合理？
根据何在？
必须加以考察。
近代概念并不是世界公认的，它是前苏联的史学概念。
英文中没有近代与现代之分，modern一词指16世纪以来的欧洲历史。
西方历史分期为古代、中世纪、现代，modem就指这个“现代”。
中文有时译作现代（指十月革命以后），有时译作“近代”（指文艺复兴至十月革命期间），这并不
符合本意，而是按照苏联历史分期的曲解。
俄国传统史学与欧洲一样，把欧洲历史分为古代、中世纪和现代，在俄文中这个“现代”是HOBOE
BPEMR，意为“新时代”。
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历史学家认为，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因此应该把十月革命以后的
历史称为HOBEHHEE BPEMя，意为“最新”时代。
于是，人类历史就被划分为古代（含中世纪）、新时代（文艺复兴至十月革命的资本主义时期）、最
新时代（十月革命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在中文的翻译中，HOBOEЙщ BPEMя即新时代被译为“近代”，意为新时代；HOBOEЙщ BPEM
я即最新时代被译为“现代”。
于是，现代被一刀两断，以十月革命为界，划分成近代和现代。
显然，近代与现代之分，是依据一种意识形态标准，而不是依据历史发展水平。
中国解放以后，沿用了苏联的历史分期，以五四运动为界来划分近代与现代。
为什么以五四为界呢？
因为五四运动被看作是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反响，它开辟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新阶段。
这样，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前为中国近代史，五四运动以后为中国现代史。
显然，这种历史分期也依据意识形态标准，而不是依据历史发展水平。
历史分期应依据以生产力为基础的社会发展总体水平，而不能仅仅依据政治革命标准。
而且，关于五四的历史定性也不尽合理。
如果说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而不是五四救亡运动，那么它的性质是一种争取现代性的启蒙运动；它
引进了多种现代思想理论，包括后期从苏俄传播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五四新文
化运动的主流思想，只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转化为政治革命运动后，马克思主义才成为主流思想。
对文学而言，这种历史分期更不合理。
中国文学史分期也以五四运动为界，把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前划入近代文学史，把五四运动以后划为
现代文学史。
这种历史分期的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它不是依据文学发展的历史水平，而是以政治革命史代替文学史，因而不符合中国文学的实际
。
其次，按照这种文学历史的划分，中国的近代文学史只存在了79年，时间既短，没有形成明显的文学
思潮，也没有产生诸多的经典和文学大师，根本不能与欧洲的“近代”相比肩，而且作为一个与古代
文学（两千余年）、现代文学（至今已经近百年，还要延续下去）并列的大的历史阶段，并不相称。
再者，这种文学史的划分，割裂了五四前与五四后文学历史的整体性，割断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连续
性。
五四以后的文学与五四以前的文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能截然分割开来。
五四启蒙主义发源于辛亥革命前后的启蒙主义滥觞；五四以后的革命古典主义，发源于辛亥革命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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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古典主义的滥觞；五四以后的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也有辛亥革命前后审美主义的滥觞。
最后，现行文学史把欧洲17世纪的古典主义、18世纪的启蒙主义、19世纪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都划
入近代文学思潮，而把五四文学思潮定性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并划入现代文学思潮，这明显地发
生了矛盾。
因此，现在通行的历史分期是不合理的，它搞乱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线索。
考虑到近代概念本身的不合理性，我们可以不使用这个概念，而采用世界通行的现代概念，用以界定
一百多年以来的中国文学的性质。
这就是说，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现代史就开始了；同样，中国现代文学史也就开始了。
在这个意义上，一些学者主张打通20世纪中国文学，突破近、现代界限是有合理性的。
但是，20世纪固然是一个自然的时段，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人为的划分，不能科学地切分中国文学
的历史，因此不仅仅是要形成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而且要形成新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即把从
鸦片战争到现在的文学历史作为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进行研究。
那么如何划分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呢？
认定现代文学的依据，只能是现代性和文学现代性。
（二）文学现代性与现代文学首先要考察现代性与现代文学的关系，这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现代性
对现代文学的决定作用，从而发生了现代文学的各种形态；二是文学对现代性的反叛，从而形成了文
学现代性。
现代性具有感性层面，这就是感性现代性；也具有理性层面，这就是理性现代性；还具有超越性层面
，这就是反思现代性。
现代性的分化，引起了文学的分化，产生了通俗文学、严肃文学和纯文学等形态。
这就是说，文学现代性首先表现为文学的分化，传统文学的一元化转化为不同的形态。
传统文学虽然也有上层文学（如中国的士大夫文学和欧洲的贵族文学）与民间文学之分，但民间文学
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又学；而上层文学则是～元化的形态，它还没有形成真正的雅俗分流。
而现代性发生之后，这个分化开始了。
感性现代性是对人的自然欲望的肯定和解放，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通俗文学。
通俗文学是大众化的文学，它的基本特性是消遣娱乐性，满足人的感性欲求。
虽然通俗文学也有理性层面，因此体现了意识形态意义；也具有审美层面，具有超越性的审美意义，
但消遣娱乐性是主导的，主要发挥舒缓理性压抑的作用。
理性现代性是启蒙理性，是一种现代的意识形态。
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严肃文学。
严肃文学体现了某种意识形态，是文学对现实的理性态度，具有社会历史意义。
虽然严肃文学也有感性层面，因此具有消遣娱乐性；也有超越层面，具有审美意义，但意识形态性是
主导的，主要发挥现实教化作用。
反思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超越和批判，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纯文学。
纯文学是对生存意义的思考，是对意识形态的超越，具有审美价值。
虽然纯文学也有感性层面，因此具有消遣娱乐性；也有理性层面，具有意识形态性，但审美价值是主
导的，主要发挥审美超越作用。
第二个方面就是文学对现代性的反叛。
现代文学虽然要以现代性为基础，但文学的现代性不是对现代性的认同、肯定，而是对现代性的超越
、否定。
这是由文学的性质决定的。
文学虽然离不开社会现实，并且与一般文化相联系，但文学不是现实的反映、复制，不是一般文化的
等价物，它的性质不是由它们决定的。
文学有三个基本层面：一个是原型层面，它与无意识相对应，具有非理性的性质；一个是现实层面，
包括感性层面和理性层面，在这个领域文学受制于社会、文化；一个是超现实的审美层面，在这个领
域文学以其审美意义超越社会、文化，文学成为社会、文化的异质因素，它以自由的名义批判现实。
审美层面是文学的最高层次，因此审美意义是文学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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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析的现代性的三个层面，也与文学的三个层面相对应。
特别是文学的超越层面，以其审美价值超越现代性、反思现代性、批判现代性。
由于文学的基本特质在于审美，因此，可以说文学现代性就是一种反思现代性，就是对现代性的超越
。
这就是说，当社会、文化获得了现代性之后，文学并不肯定这种历史进程，它在现代化过程中洞察了
人性的异化和自由的丧失，因而它反抗理性的统治，批判现代化和现代性。
通过这种对理性的批判，文学捍卫了人的自由，并为人揭示了生存的真义。
只有当文学达到这种历史水准时，它才真正获得了文学的现代性，才属于现代文学的范畴。
历来许多论者没有区别开社会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把理性精神当作现代文学的本质属性，从而造成
对文学史判断的失误。
但是，由于文学现代性的实现是一种历史过程，并不是现代性发生之时，文学现代性就实现了，或者
说现代文学就完成了。
由于文学的现代性与社会的现代性之间的不一致性，现代文学史与现代社会史之间并不同步。
社会的现代史意味着对理性精神的肯定，而文学的现代史则意味着对理性精神的否定。
因此，文学的现代性要比社会的现代性来得晚一些。
只有当现代社会走向成熟，理性的弊病充分暴露时，才发展了其否定力量，形成文学现代性，这就是
现代文学。
欧洲从16世纪就开始讲入现代史，但文学现代性的获得还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
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并没有批判理性和现代性，而是在呼唤理性和现代性，它以人文理性反抗宗教蒙昧
。
17世纪古典主义文学更是尊崇国家理性，把社会责任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以文学想象现代民族国家
，而忽视感性和个体价值。
启蒙文学以自由作为人的理性本质，开始了争取现代性的文学运动。
19世纪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开始批判现代化带来的弊病，以自然与人性来反抗社会对人的压抑，
但并没有完全摆脱理性精神。
这就是说19世纪文学并没有彻底否定启蒙理性，反而借助理性来救治社会弊病，对现代化的批判尚没
有导致对理性的信念的丧失。
只是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特别是“一战”以后，由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弊端充分显露，理性对人的
桎梏变得不能忍受，才出现了非理性的现代主义思潮。
现代主义控诉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的异化，反抗理性对人的摧残，表达对生存意义遗失的迷惘、恐惧
和荒诞感。
现代主义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非理性化了，它标志着文学现代性的真正确立和现代文学的完成。
这就是说，从世界范围看，从16世纪到19世纪，虽然已经展开了现代文学的历史，但是由于文学现代
性并没有充分确立，因此并没有真正达到文学的现代阶段，而只是由古典到现代的过渡阶段，在这个
意义上，使用传统的近代性概念也有某种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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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96年底我发表了《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一文，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的讨论
。
十年多来，文学现代性已经成为文学研究的前沿理论，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中国文学研究出现了全
新的格局，其中最重要的进展，就是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研究产生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
在这个研究领域，我自己也有了新的进展，这种进展集中体现在本书中。
概括地说，本书提出和论证了这样一些观点：第一，深入地探讨现代性的内涵以及现代性与现代民族
国家的关系。
与时下学界对现代性笼而统之的定义不同，我把现代性划分为三个层面，即感性现代性、理性现代性
和反思现代性。
在这个基础上，分析了中国现代性的外发性、后发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特性，特别是中国现代
性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而揭示了中国现代史的深层逻辑。
第二，深入地探讨了现代性与文学的关系。
我把文学划分为通俗文学、严肃文学和纯文学三种形态。
现代文学是现代性的产物，感性现代性决定了通俗文学的发生和发展；理性现代性决定了严肃文学的
发生和发展；反思现代性决定了纯文学的发生和发展。
文学现代性表现在三种文学形态的分化，也体现在文学（特别是纯文学）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
这样，从中国现代性的特点就可以解释中国现代文学的特点。
第三，深入地探讨了现代性与文学思潮的关系。
我提出，文学思潮是文学对现代性的反应，从而摒弃了苏联文学理论把文学思潮作为创作方法的应用
的观点，还原了文学思潮的历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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