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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当今大陆语境，若想结集一群学人，在近五年（所谓“十一五”期间）心无旁骛，只聚精会神
且优质高效地做一件实事，这就是“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史案”（简称“百年学案”）研究，预设每
年出版一辑，每辑出书4种，五年总约20种，假如没有一点学统意识之自觉，恐怕很难。
　　笔者所说的“学统”，当是指以乾嘉学风为胚胎，继经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之学理分娩，后
被青年王国维与陈寅恪用生命来践履的现代学术传统。
学统作为现代学人安身立命之根基，拟有“学术本位”、“思想独立”、“科学归纳”、“朴学文体
”四层面依次相衔，合成其价值自足。
其间，“学术本位”为学统之魂，学人以学为本，为其人生意义之归宿。
这就清楚了，当中国学界现已岌岌乎沦为商业化浪潮所冲击的孤岛时，那群学人若还想在内心置一宁
静书桌，执意做自己最想做的，除却学统意识当支柱，已别无他物。
可以说，对每位坚守学术的个体而言，学统是其角色选择的第一内驱力；对那支相濡以沫、知难而攀
的学术梯队而言，学统则是凝聚剂，是有感召力的精神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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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茅盾文学批评的“矛盾”变奏》主要内容包括：同体异象，茅盾文学批评中的“变”与“不变
”——纵向观察中的“矛盾”表征，内外冲突：茅盾文学批评中的“显”与“隐”——聚焦分析中的
“矛盾”意义，前因后果：互文参照中的“矛盾”分析——茅盾文学批评的“矛盾”成因与价值评估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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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观点与13年前所写的《徐志摩论》不是如出一辙吗？
远离了时代，徐志摩会“诗情枯窘”，萧红会满纸的“寂寞”，可是在这理性判断的背后，一直与时
代大潮同步前进的茅盾为何却独独对“寂寞”别有会心？
在感性描述与理性判断的两极对抗之中，茅盾解构了自己的结论并且折射出了他矛盾的内心。
在个人感受与集体意志的抗衡之中，茅盾只是片刻地呈现了自己，而后马上就把自我抛在了一边。
　　茅盾在上述三篇作品评论中的困惑，表面上看是理性尺度与文学感觉之间的矛盾，但在深层所表
现的却是批评模式自身的局限性和批评家思维的片面性。
在茅盾心中，时代与社会应该是一个万能的尺度，似乎所有的作品都可以放在这个框架里进行衡量，
但文学意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却常常阻止他越过感性层面而直抵社会意义。
对《北京人》的无法解释，显现出社会历史批评模式阐释能力的有限性，它绝非是万能的；对《夜》
与《呼兰河传》的沉浸，恰又说明情感的共鸣能够冲破理性的约束，个人的审美感觉在出离“实用”
指向的刹那，心灵便回归于文学本身。
这类的情况虽然只属于茅盾文学批评当中极小的一部分，但却能够鉴照出倾斜的文学天平在茅盾心中
曾经有过怎样的瞬间归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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