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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转型研究》运用话语分析模式描述了当代文论转型中知识分子个体的处身性
语镜，针对古代文论知识话语的现代转型、技术中心主义的审美价值蜕变以及解构主义和文化研究对
纯文学研究的冲击等问题，从价值重建的角度对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话语进行分析。
提出回归文艺理论研究的本源，即边缘写作中人文精神的在体化苏生，在意义交流的公共空间和写作
个体的价值关怀中实现个体间的对话和互动。
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的交汇点上，为中国的文论发展提供前沿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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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在社会文化转型和文化全球化的语境当中，文论建设也同样表现出鲜明的转型特征，对
这些特征的敏感与整合构成了文论转型研究的主要方向。
其中包括，当代文论面临的多重困境，处身于困境中的当代文论如何在写作状态中逐渐恢复价值建构
的力量和共识，从而达到多方话语间的交流。
在写作中不断生成和变化的转型文论*经历了怎样的更新，留下哪些迂回前进的轨迹，为文论转型的
研究和转型文论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可能参照。
*　　* 转型时期的文论转型衍生出两种互为关联的概念描述，即文论转型和转型文论。
所谓的&ldquo;文论转型&rdquo;是社会时势背景在文论中的投影和特殊表现形式，是为了描述而暂且
使用的命名方式，其实质是文论的自律状态与他律行为之间原有理论张力的再度调整，同时蕴含着文
化新变意识的普遍性自觉；而所谓的&ldquo;转型文论&rdquo;则是具备&ldquo;文论转型&rdquo;的品性
，并体现出这种尝试的文论实践，它不以&ldquo;转型&rdquo;为惟一的关注对象，而是力图呈现阶段
性转型后孕育出的新精神面貌与文化品格。
两者之间的每一方既作为施动主体影响他者，也时时作为受动一方接受影响。
　　一、当代文论写作的诸多困境　　文化环境的改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实利化的散文时代取代了
无功利的诗意审美，文论书写所构成的学科价值已经由社会精神活动的中心地位离散到了边缘，越来
越明显地自我限制在学院内部的知识积累和增长的功能之上，文论一度具有的指导功能逐渐降落到了
与文学写作相平行的地位。
又一个世纪的结束和千禧之年的来临促使身在其中的研究者回首检视百年旅程中的学科进展，在史的
梳理和问题的呈现中，对文艺理论的学科定位产生了怀疑。
不断有学者指出，文艺理论、文学理论、文艺学、文学原理、文学基本原理、文学概论等一系列带
有&ldquo;家族相似性&rdquo;的语汇是具有相同所指的不同能指展开方式。
就目前所用甚广的&ldquo;文艺学&rdquo;而言，作为一个二级学科，已经成为学院学术机制中的有效
构成，但是在西方学界通行的学术建制中却没有与此对应的学科，这不能不推溯到2 O世纪中叶苏联
的影响因素。
①因为通常意义上的&ldquo;文艺&rdquo;在文艺学或者文艺理论中，所偏指的只是文学，而乐、舞、
画、雕、戏剧、影视从来都没有占据过同等的地位。
即使涉及，也往往是将其作为文学的对立范畴或者关联性概念，侧重于研究其间的交错或差异。
因此，文艺理论和文学理论在外延上有相互叠合的部分。
　　事实上，文艺学是学科概念，文艺理论是其中的研究分支，与文学批评、文学史共同架构作为学
科的文艺学，但从近些年来的现行实况而言，文学批评在媒体介入的当代已经越来越非学院化，而文
学史写作和相关研究也更多地分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研究类别中，因此，留存在文艺学内部的惟
有文艺理论一枝独秀了。
一般看来，文艺理论是对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和普遍规律的研究，而实质上，对于文学的研究又大大
超过了对于其他艺术门类的关注。
在这种情势下，文艺理论的命名就遭遇到了合法性危机，它的内涵与外延没有严丝合缝地贴合一处，
在目前学科分工细密化的前提下不无尴尬。
②批评不再是创作的牛虻，文论不再是读者的前导，充其量只有横向联系的文论才有市场。
批评的立场、动机、价值评判降格为传媒的同谋。
但是文论的指导功能弱化，并不就能够成为推卸责任的口实，那种认为理论批评与文学创作完全无关
的观点并不能反映出真实情况。
事实上，尽管文论的权威光环已经黯淡，但它作为文化形势的整体构成之一，仍然不间断地发挥着功
效。
比如，在形式主义文论火爆盛行的时期里，文学创作中也同步出现了注重形式创新、撇开陈套情节叙
事的胜景，其间的互为启发构成平等的　　互动链接，是对前期反常态权威感的消解与修正。
所以，文论的书写没有理由停留在为自己长叹挽歌的自怜中，相反，却应该庆幸作为知识的建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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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独立性终于得以在边缘处获得实现可能，并且再次为族体的精神状况负责。
　　深受他者压力逼迫的本土原创理论常常会面对不留情面的质疑、偏激论调来否认它的真实存在
：&ldquo;中国没有理论，&hellip;&hellip;举凡能够有真实含义的或者说能够通行使用的概念和范畴，
到底有几多不是洋化了呢？
&hellip;&hellip;20世纪的文艺理论其实就只是西方文论罢了。
&rdquo;①的确，20世纪中国文化界对西方的新方法有一种追随趋新的热情，常常在他者的言说语境中
陷入不无尴尬的境地，在不足20年的时间里，西方文论的主潮走马灯一般轮番进入当代中国文论中，
在作家、作　　品、读者与社会文化的四个维度上，法国传记批评、精神分析与后精神分析、原型批
评、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现象学文论、解释学文论、接受美学、西方
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后现代、后殖民、新历史、女权主义、文化研究、文化人类学、文化生态学、
绿色艺术学等都已经在文论界中占据一席之地。
不仅有多种译著出版，而且也已经有了相当之多的研究著作和论文。
似乎西方学界刚一产生某种新方法，中国本土知识界就必蜂拥而去，同步同时段的接受成为新学爆热
的常见方式。
这种理论的逐新暴露出中国文论界长期受到的文化心理势压和由此反弹出来的追逐和超越愿望。
然而需要反思的是，不间断的逐新过程只可能在异质文论所提供的思想镜像中找到对应，如何将它引
向中国问题，如何消除文化弱者心态，如何破除鬼打墙般的心理误区，总结本土经验而不是一
味&ldquo;拿来&rdquo;，承认差异前提，发现差异价值，就成为文论转型要面对的问题。
　　在当代文论书写本土化的忧虑中，转换传统的焦虑长期渗透在关于未来走向的每一次预期之内。
前一个十年中文论的主导形式是抒情文论，及至20世纪90年代以后渐渐转向了以说理为主。
但是不断加剧的差异带来大规模的论辩，比如人文精神讨论、激进／自由／保守之争，在知识界期望
达到的共识破裂以后，建构当代文论叙述的单独个体的文论写作可能机巧细密，但是尚未构成整体性
的样貌。
而另一方面，文论间的差异不是在减小而是在增大，这又恰恰应该成为激发新思维的良好条件。
&ldquo;五四&rdquo;之后的学术新格局是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被促生而成的，当下国内语境同样充
满了对立的、不尽相同的思想观点，处在表达和倾听中的文学理论会在不间断的修正中时时新进，不
再拘泥于陈套，而是保持着开放性的构架，并且增强了与现实问题的关联。
因此就要解决如何有效地使传统文论参与当代书写的问题，不再跟风转向，不再把注重人格精神的内
容主导性理论转成为纯粹形式分析，在深度意义尚未建立时预先否定了意义的期待；避免在他者的影
响下不断出现术语移植、话语更新甚至思维转向；为价值承诺提供着陆的场地，避免从现实主义美学
取向的逻辑&mdash;&mdash;经验论彻底反向逆变为无中心叙事的后现代拼贴。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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