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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学的情感状态》为作者近年学术论文精选，集中反映了作者近年学术研究成果和主要思
想观念。
“e批评丛书”是一套关于几十年代的中国文学评论。
由十位大多出生于十二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批评家所著，他们在九十年代取得了丰硕的批评业绩，他们
的地位、名声和影响也许还无法与八十年代那批批评家相比，但是他们已经开始了全新的追求，他们
的第一次“集体亮相”也算得上是对一个时代文学批评成就的一次总结和展鉴。
这套书不是宣言，也不是证明，而是一次货真价实的“呈现”与“展示”，这代批评家将用他们最优
秀的批评文章标示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以各自不同的一套批评笔墨，或深刻精警、或犀利独特、或严谨扎实、或自由放达，从不同的视角或
层面来切入当下的文学创作，表达诉说着他们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的良知、正义、职责以及对于当前
的文学现象、文学性质、文学发展以及具体作家作品的独到见解与鲜明立场，撇开浮沫，洞入真知，
再现了当下文学的本真状态与精神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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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葛红兵，1968年生，文学博士，教授。
1987年起从事文学创作及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研究，系当代中国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家、作家，多
次出访澳大利亚、英国、新加坡等地讲学、交流。
主要学术代表作：《五四文学审美精神与现代中国文学》、《障碍与认同一中国当代文化问题》、《
文学史学》、《身体政治》、《正午的诗学》等，主要小说代表作有《未来军团》、《财道》、《沙
床》等，另有《葛红兵文集》（二卷）、《葛红兵中短篇小说佳作选》、自选随笔集《人为与人言》
、《横眼竖看》、《中国思想的底线》等出版。
本书为作者近年学术论文精选，集中反映了作者近年学术研究成果和主要思想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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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瞧，他们走来了——“e批评丛书”总序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族化”、“西方化”、“世界化”问题
当代中国文学的情感状态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断代问题发声，还是沉默？
意象主义写作直译都市民间个体性文学与身体型作家个体文化时代及其批评策略重温1988：全球化时
代“人道主义”何为？
论道德批评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史反思论恐怖论争执论悔恨论群集异见模式的缺乏、奇观模式的
泛滥、深度模式的平庸——中国电影的总体危机中国文学与中国梦多媒体时代的批评标准关于当下小
说创作类型化问题的一些思考有文化共识才有文化发展病重的中国——“五四”新文化革命中的“身
体”隐喻中国思想的一个原初立场——公元3世纪前中国思想中的“身”观念身体写作——启蒙叙事
、革命叙事之后：身体的当下处境“饥饿”的文化图谱作为“性”的身体身体伦理学——伦理奠基于
身体之上是否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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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族化”、“西方化”、“世界化”问题　　中国文学与世界性文化的矛盾
一直困扰着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民族化、西方化等问题不仅是困扰着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的实践命题
，也是困扰着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理论命题。
中国文学之现代化，走西方化路线还是走民族化路线？
人们一直存在争议。
如何从理论上总结民族化与西方化之得失，对此理论界也莫衷一是。
本文试图历史地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西方化与民族化倾向纠葛缠绕、交替消长的曲折过程
，对“西方化与民族化”这一中国文学之现代化进程中反复出现的基本命题进行反思，并结合中国文
学发展的当代状况正面提出“世界化”观念。
本文从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分析出发，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族化和西方化实践都是失败的。
进而，本文在理论上论证，民族化论者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国民族文学是完全与西方文学异质的文学，
两种文学语码完全不一样，缺乏对话性；西方化论者失败的原因在于他们用西方式文学和西方文学对
话，对话跨越了中西鸿沟，但却使我们失去了自我，他们的对话对中国文学总体构不成实际意义。
对话的根本目的是增进了解、彼此促进，真正的对话应该是建立在彼此有共同的问题需要探讨的时候
。
现在，中国社会已经进人了“现代化”过程，中国文学遇到的问题开始具有“世界性”。
这个世界性问题正是真正的跨文化文学对话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文学要解决的问题和当今世
界文学要解决的问题有了同构的关系，中国文学的解决方案对世界文学有了借鉴意义，同时世界文学
的解决方案对中国文学也有了学习价值。
现在，我们要问的是中国文学在面对这些世界性问题时，它的解决方案哪些是独创的，只有这个独创
的东西，才会为世界文学所需要。
所以，我说，当代中国文学的世界性，根本的根基不是从西方拿来的问题，也不是从民族传统中继承
的问题，而是在这些之上，孤独地面对当下社会的“现代化”这个现实，并且拿出自己独创的艺术表
现方案来。
我们要独创的艺术表现图式，这个图式，它是独创的才是世界的。
所以，我反对民族化，也反对西方化，而主张提“世界化”，首先我们就是世界的一分子，然后是在
这个分子的基础上，提出我们的东西，这个东西本身就有世界性。
　　一、“西方化”及其历史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从五四新文学革命开始的，按照胡适的总结，
这个现代化在语言形式上以“白话文”为特征，内在精神上以“人的文学”为特征。
胡适进一步认为，“白话文”的理念是他提出的，而“人的文学”的理念是由周作人提出的。
无论是提出以“白话文为正宗”的胡适，还是提出“人的文学”理论的周作人，在当时都是西化论者
，即主张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必须走西方化的道路。
周作人的“西方化”观念主要侧重在文学精神上，他认为，中国古代的东西就如同遗传基因一样是永
远地在我们的血液里的，所以用不着我们着意继承或者模仿，而外来的东西则相反，“我们欢迎欧化
是喜得有一种新空气，可以供我们享用，造成新的活力”。
周作人希望借西方的新鲜血液使中国文学获得新的精神动力。
当然周作人也强调这种借鉴必须以“遗传的国民性”作为“它的素地”，也就是说周作人对“西方化
”是有一定保留的。
比较而言，胡适的“西方化”观念主要侧重在文学形式上，而且态度比周作人彻底、激进，“吾唯愿
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璨，屈原”。
　　“西化论”者如何对待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传统呢？
胡适从“白话语言”的形式角度对辽、金、元之后中国白话文学传统做了肯定，对《水浒》、《西游
》、《三国》推崇备至，不过他对上述古典古代白话文学作品的推崇是从“对欧洲中古路德、但丁反
对拉丁文，建立本国的俚语文学的比附”出发的，其立意点依然是在鼓励中国现代作家向西方人学习
，做路德、但丁，并非真的要人们向中国传统白话文学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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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也的确如此，周作人、钱玄同换了一个角度——从思想内容的角度——就对上述中国古代白话小
说生出了否定的看法。
周作人差不多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贬得一钱不值，在《人的文学》一文中，周作人把《聊斋志异》看
成是“妖怪书类”，把《水浒》、《七侠五义》看成是“强盗书类”，把《三笑姻缘》看成是“才子
佳人类”，把《西游记》看成是“迷信鬼神书类”，并说“这几类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
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
钱玄同，他一方面极赞成“语录以白话说理，词曲以白话为美文，此为文章之进化”，“小说为近代
文学之正宗，此亦至确不易之论”，但是，一谈到内容，他的观点就立即来了个大转弯，他说，“词
曲小说，诚为文学正宗，而关于词曲小说之作，其有价值者则殊鲜。
”钱玄同从“高尚思想”、“真挚感情”角度遴选中国古代白话小说，选来选去，却几乎把那些古代
白话小说全部否定了。
周作人、钱玄同者是从思想内容角度对中国传统白话小说展开批评的，他们把小说定位在为“人本主
义思想”做宣传鼓动上，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看成是“才子佳人”、“诲淫诲盗”、“神
怪不经”、“迂谬野史”而加以挞伐，主张中国文学必须在精神上西方化（启蒙化）。
　　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五四时期西化派作家强调文学白话化，却大多对中国传统白
话小说特别不感兴趣。
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是现代横断面式短篇小说的发达，与之相关的是中国传
统章回小说的式微。
明清白话章回小说，大多有“拟话本”的形式特征，保留了小说作为“说书”的口语体式，但是，在
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过程中，现代小说家一方面强调小说要用“白话”、“口语”，另一方面恰恰在形
式上革除了明清白话小说的“说书”特征。
他们开始用白话文写作，但是这白话文的“现代小说”却恰恰不再具有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因“听一说
”这一“说书”特征而发展起来的特殊的口语化表现技巧，而向着“纯书面／案头读物”方向发展。
这至少从表面上看是个矛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呢？
显然，五四人是把“书面／案头化”作为现代小说的标准之一来认识的，其来源是对由知识分子案头
创作，纸面媒体印刷出版发行的西方“书面／案头小说”的观察和比附。
五四一代人以西方小说来比附中国小说的思维定式，导致他们根本看不到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特别是话
本小说的口语体长处。
五四人不仅全面否定中国古代文言文学的士大夫传统（从启蒙的动机出发，五四人要求文学成为宣传
启蒙理念的利器，因而他们要求文学通俗化），也否定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传统特别是话本小说传统（
启蒙要求小说知识分子化，话本小说虽然是通俗化的，但却是非知识分子化的），其核心动机是在“
西方化”上。
　　这个“西方化”在当时是以文学的“启蒙化”为特征的，在这种情形下，五四西化派把文学革命
的参照系横向地定位在了西方，而不是纵向的定位在中国古代某个（白话）文学传统上。
他们之所以强调中国古代文学具有白话传统，只是在理论上玩了一个“白话文学古已有之”的论证策
略（中国人特别欣赏“古已有之”的论证，这种方法近代维新知识分子也用过，例如《孔子改制考》
），这个策略仅仅是出于为五四新文学革命提供舆论支持的目的而提出的，并不是真的要把它用在实
践中，对新文学发展起导向作用。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五四西化派对中国文学现代化之道路的选择，是令其“向西而去”
，五四西化派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语言理路及其现代化转型的可能性是盲视的。
五四西化派有一种中国“万事不如人”的心态，中国文学要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双双“向西方学习
”的心理。
　　五四西化派的这种心态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找到了回应。
随着五四时代大潮的落幕，又因为中国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文学上的西化浪潮渐渐湮灭，1949
年以后更是销声匿迹。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大陆再次进入开放时代，文学上的西化浪潮也又一次浮出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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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文革”极端民族主义文学禁锢，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作家突然发现，他们在思想感情上竟然
变得那么亲近西方现代派文学，这个时候袁可嘉适时地翻译“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徐迟等推介“
西方现代派文学”正好适应了他们的需要，于是一股拿来之风骤然兴起。
这次西化浪潮，首先表现在诗歌方面，朦胧诗的崛起是它的第一个标志，北京的一小拨爱诗的人在“
文革”的禁锢当中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当局内部印刷的供领导干部阅读的西方作品，他们并没有明确的
西化理论主张和趋向，只是直觉地亲近着他们所能看到的西方作品，模仿着这些作品，就这样他们无
意中挤上了西化之路。
此后是西化的现代派小说及戏剧的流行，小说理论方面出现了《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等书，该书强调
小说要揭示现代社会矛盾，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复杂的人性，尝试新的表现手法。
这些和当时的阶级论、典型论、工具论文学观构成了鲜明反差，自然也受到了批判。
当时有位老作家就说：“近年来有些年轻作者的创作脱离生活，一味追求所谓‘新、奇、怪’，即盲
目模仿西方现代文学的某些技法，走上了邪路。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西化论者面临的压力很大，至少不比五四时期胡适、周作人等提倡西化时遇到
的小。
是的，20世纪80年代的西化论者其理论策略是仅仅把西方现代派文学当作一种技巧来认识，以规避“
现代派文学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要也不可能需要现代派文学”论者的反对，他们
提出，如果说西方现代派文学本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那么其艺术表现技巧则是没有意识
形态性的，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文学借鉴、学习的。
的确，论证技巧问题要比论证“西方现代派文学是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学，因而具有无产阶级性，可以
为无产阶级文学之一部分”容易得多。
《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中，作者的讨论严格限定在“技巧的演变和发展”上，并且就“同一种技巧，
是否能为不同的内容服务呢？
具体来说，西方现代资产阶级作家的体现资产阶级思想、趣味、感情的小说所使用的技巧，中国当代
无产阶级作家可否用来体现无产阶级的思想、趣味和感情”的问题作了肯定性的回答。
表面上看作者是在呼吁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派小说作技巧上的借鉴，实际上作者提出了是一种西化“
现代派文学观”（相比较而言，我们可以称五四西化派提出的是一种西化的“启蒙主义文学观”），
该书《序》中叶君健先生说，“我们现在的欣赏趣味，根据我们所出版的一些外国作品及其印数看，
似乎是仍停留在蒸汽机时代。
我们欣赏欧洲十八世纪的作品，如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作品，甚至更早的《基度山恩仇记》，超过现
代的作品。
至于本国作品，现在还有一个奇特现象，有些人欣赏《七侠五义》，似乎超过了任何现代中国作家的
作品——如果新华书店的订货能作为判断一部作品的欣赏价值的标准的话。
这种‘欣赏’趣味恐怕还大有封建时代的味道。
这种现象的形成也可能是我们多年来无形中在文化上与世隔绝的结果。
”从上述分析可知，其实作者是在努力推介西方现代派文学，只是这种推介是羞羞答答的罢了，它的
逻辑是“技巧是没有阶级性的，西方现代派文学技巧完全可以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借鉴，可以用西方
现代派这个形式，表现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内容。
”这种论说方式体现了经历过“文革”，对“文革”磨难记忆犹新的一批中老年作家、理论家的比较
典型的思维。
　　但是，更年轻的理论家们则不满足于这种遮遮掩掩的“西化论”，他们更愿意以激进、直露的方
式阐明自己的西化观念。
一位在当时非常出名的青年理论家就认为中国当时的现代派都是“伪现代派”，“作家体验到的东西
大多是受到社会理性道德规范束缚的东西，表达出的观念是社会层次、理性层次、道德层次的东西，
可是又采用了现代派的艺术手法，这就造成了外在形式和内在观念的分离。
”（《危机！
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在更年轻的理论家们看来，中国文学之现代化并不能简单地从借鉴西方现代
派表现技法上获得的，这只会导致“伪现代化”，中国文学的真正现代化必须整个地从头来：不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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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技法上向西方现代派学习，而且更重要的是从思想意识上向西方现代派学习。
有西方现代派的形式，而没有西方现代派的内容，这正是中国文学之危机所在；必须下决心使中国文
学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同时西方现代派化。
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强调中国文学不仅要在形式上西方化（现代主义化），而且还要在内容上西方化（
文学体验的现代主义化）。
　　这种激进的西化观，一经出现便遭到激烈批判，这逼迫这一派对中国新文学作西化观指导下的历
史回溯，以便为自己的观点提供历史证据。
在这种思路的左右下当时出现了一股用西方现代主义眼光重新解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冲动。
1985年黄子平与钱理群、陈平原的三人对话《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这样一个文本，该文这
样论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浸透了危机感和焦灼感，浸透了一种与十九世纪文学的理性、正义、浪
漫激情或雍容华贵迥然相异的美感特征。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从总体上看，它所包含的美感意识与本世纪世界文学有着深刻的相通之处。
”该文实际上全盘推翻了中国学界、政界以往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所作的论断，认为20世纪中国
文学在性质上是和西方20世纪现代派文学同构的现代主义文学。
这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重新解读，与此同时，这种重读思潮也发生在具体的作家作品领域，汪
晖、王晓明、吴俊等开始更加重视鲁迅小说和散文中的现代主义因素，鲁迅作品中，杂文的受重视程
度明显降低了，一时间《野草》成了鲁迅的代表作；相应地对茅盾、巴金等作家作品的重读也热行起
来；以致发展出一波“重写文学史”浪潮。
　　西化思路，不仅仅作为指导文学发展的一种方向而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而且作为一个文学理论指针在20世纪中国文论史上也产生了影响，如陈平原对中国近代文学转型的研
究。
陈平原对中国近代小说流变的观察实际是建立在一套西化的评判模式上的。
陈平原说“⋯⋯中国小说的主流还是不能不推白话小说。
白话小说语言清新通俗，善于描摹人情世态，再加明清两代文人的改造，渗入不少文人文学的色彩，
产生过《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一批杰作⋯⋯白话小说艺术表现力强，在中国小说史上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可又甩不开说书人的腔调——两者（指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葛红兵）都无力承担转变
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重任，除非在小说观念和小说传播方式上来一个大的变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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