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尧引 言

改革开放 40 年来袁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事业在

经典中寻找方向袁在传统中汲取力量袁在创新中积

累经验袁在回归中实现超越遥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袁古典文学研究刚刚摆脱

机械僵化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束缚袁 艺术分析成

为一时热点遥 叶嘉莹先生借鉴国外文艺理论袁细腻

地分析传统文学艺术特色遥袁行霈先生也把研究重

点集中到野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冶这一主题上遥他们的

研究成果袁 犹如一股清泉注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界遥 傅璇琮先生的叶唐代诗人丛考曳出版袁又让很多

青年人看到传统学问的魅力所在遥 80 年代中后期袁
新方法论风靡天下袁宏观文学史讨论风起云涌譹訛袁直

接催生了一大批文学史著作袁 并推动中国文学史

学科的建立譺訛遥 90 年代袁曾有过一段相对沉寂的过

渡时期遥 世纪之交袁古典文学研究界呈现野回归文

献尧超越传统冶的发展态势遥 新世纪以来袁随着改革

开放的深入袁综合国力的提升袁人们在总结过去成

就与不足时袁 自然会联系到新中国成立以来近 70
年的历史袁联系到过去 100 年的历史袁甚至还要上

溯千年袁比较中外袁视野越发开阔袁心态相对平和袁
评价也更加客观遥

此前袁 笔者在 叶世纪之交的中国古典文学研

究曳尧叶世纪之交的文学史料研究曳尧叶新时期中国古

典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曳尧叶弘扬民族精神 探寻

发展规律要要要古典文学研究六十年感言曳 等文中

曾对近年研究有所论述譻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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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经验袁在回归中实现超越遥 从宏观发展趋势看袁这种研究呈现回归经典的历史趋势尧中华文学的观念

建构尧文献整理的时代特色和理论研究的强势回归等特征遥 回归经典袁就是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上来袁
回归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上来曰野中华文学冶是一个建立在大中华文学史观基础上的相对独立的学科

体系尧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袁既是现实的实践问题袁也是深邃的理论问题曰四十多年来袁以中华书局和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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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全面的资料袁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遥 可以说袁文献整理尧史料研究工作正处在

一个前所未有的最好历史时期曰实事求是袁对具体材料作具体分析袁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态度袁也是

未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理论方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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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袁40 年来的学术成就远远不止于上述

几个方面遥 卢兴基叶建国以来古代文学问题讨论举

要曳渊齐鲁书社袁1987冤袁赵敏俐尧杨树增叶20 世纪中

国古典文学研究史 曳 渊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袁
1997冤袁梅新林主编叶当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曳渊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袁2010冤袁黄霖主编叶二十世纪中

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曳渊分总论尧诗歌尧词学尧散文尧小
说尧戏曲尧文论等七卷袁东方出版中心袁2006冤等著

作袁洋洋洒洒袁数百万字袁论述极为详尽遥
这里袁很难再就具体问题展开论述袁笔者试图

从宏观发展趋势袁围绕四个方面的问题袁略作阐释遥

二尧回归经典的历史趋势

这里所说的经典有两重涵义袁 一是马克思主

义经典袁二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遥 两者来源不同袁
但在当今中国事实上已经引领了古代文学研究的

发展方向遥 一段时间袁关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

的关系存在着一种认识误区袁 认为传统文化是农

业文明的产物袁 在遇到工业文明产物的马克思主

义之后袁其历史糟粕便一览无遗遥 改革开放 40 年

的实践证明袁把西方文化渊包括马克思主义冤与中

国传统文化对立起来的观点袁 不仅在理论上站不

住脚袁在实践中也会对我们的工作造成伤害遥 在新

形势下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袁
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阐释中华传统文

化特质袁去弘扬中华民族的美学精神袁去指导中国

古典文学研究袁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遥
恩格斯叶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曳有这样一段名

言院野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袁马
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袁 即历来为繁茂

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院 人们

首先必须吃尧喝尧住尧穿袁然后才能从事政治尧科学尧
艺术尧宗教等等曰所以袁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

生产袁 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

展阶段袁便构成为基础袁人们的国家制度尧法的观

点尧艺术以至宗教观念袁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袁因而袁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袁而不是像

过去那样做得相反遥 冶[1]渊P574冤历史的发展袁服从于

社会基础的变化遥 个人的生存环境袁人类的未来发

展袁也应该由此作出解释遥 但在具体研究中袁可能

由于学科划分的原因袁 我们只是关注作家的精神

创造袁而忽略其背后的经济因素譼訛遥 进入新世纪袁中
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办的 叶文学评论曳叶文学遗

产曳与高校科研单位联合举办多场研讨会袁集中讨

论中国传统经济生活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袁 逐渐改

变过去那种脱离物质生活实际去研究文学的空疏

弊端遥
恩格斯叶反杜林论曳又说院野一切存在的基本形

式是空间和时间袁 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

存在袁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遥 冶[1]渊P91冤这个道理很

简单袁时间和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形式遥 人类社会的

发展尧变化袁都只能在时间和空间中进行遥 研究历

史尧研究文学袁不能脱离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袁否则

只是空中阁楼遥 近些年来袁文学编年研究尧文学地

理研究尧作家精神史研究尧作家物质生活研究等袁
注意将历史事件尧 历史人物放到特定的时间与空

间中加以还原袁 其实质就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立场尧观点去研究文学袁走进历史人物与文学

人物的内心世界袁所得结论切实可据袁触摸可感遥
关注阶级与阶层的变化袁 也是经典作家反复

讨论的问题遥 不同阶级尧不同阶层自有不同的文化

需求袁因而产生不同的文学形态遥 不同的时期袁社
会和家庭结构通常会发生不同的变化袁 文学会很

敏锐地反映出各种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之间的比

例关系变化袁 以及规范和调节各种社会互动关系

的价值观念变化遥 研究文学袁需要社会学的视野袁
需要注意文学中所反映这种阶级和阶层的变化袁
以及他们的文学诉求遥20 世纪初袁随着敦煌文献的

发现袁中国平民文学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遥30 年

代袁郑振铎的叶中国俗文学史曳袁打破了长期以来我

们的文学史只关注精英文化的禁锢袁 开创了文学

研究的新局面遥 最近四十多年袁 地不藏宝袁叶神乌

赋曳尧田章简牍等出土文献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

史的内容遥 人们注意到袁中国文化思想界的空前变

革袁推动形成东汉文化平民化与世俗化的趋势袁建
安文学由此而起遥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袁 文学体

裁尧文学题材袁乃至文学思潮袁往往源于民间遥 即便

是一些外来文化袁也经常是通过民间扩展开来袁逐
渐影响到上层社会袁最后演变成为士大夫文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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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袁 论题和论域都是经典作家早就论

证过的一些基本原理袁 只是我们又重新发现了他

们的价值而已遥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也面临着重新

认识尧重新评价的问题遥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蕴含

着丰富的传统文化精髓遥
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经典著作袁 譬如中国文

学袁前有野选学冶袁后有野红学冶遥 再往前推袁其实文史

哲不分袁都尊奉着共同的经典遥 那就是所谓的野六
经冶袁周尧汉尊奉野六艺冶渊叶诗曳叶书曳叶礼曳叶乐曳叶易曳
叶春秋曳冤袁唐代扩展为七经袁宋代定为十三经遥 这些

儒家经典袁是中国文化的最基本的典籍譽訛遥 他们传

递着一些共同的价值观遥 譬如中国人向来以伦理

道德为核心价值袁追求真尧善尧美的完整统一遥 在思

考问题时袁 注意事物的整体性和彼此之间的密切

联系袁强调人与人尧人与社会尧人与自然的和谐共

生袁这与近代科学更多地关注野真冶而忽略野善冶袁更
多地关注现实而不计后果颇有不同遥 又譬如袁中国

人特别强调对家庭尧对国家的责任意识袁表彰奉献

精神袁注意合作理念袁也与西方文化以利益为核心

价值袁强调天赋人权袁崇尚个人主义袁强调竞争法

则有着本质区别遥 中国人重视善良的秉持袁孝悌的

恪守袁礼义的遵从袁以勤勉为荣袁崇尚野己所不欲袁
勿施于人冶的道德原则袁等等遥 这样一些重要的思

想袁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袁潜移默化尧
润物无声袁 深刻地影响到中国人的价值观尧 世界

观尧人生观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袁正是建立在这样

一个传统价值观基础之上袁 由此焕发出强大的生

命力遥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袁回归经典袁就是回归

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上来袁 回归到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经典上来遥 这是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古典文学研

究得到充分发展的基本经验遥

三尧中华文学的观念建构

长期以来袁 中国古典文学史研究多以汉民族

文学为主体袁 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中国多民族文学

发展的实际遥 即便是汉民族文学史袁 也有诸多缺

憾袁整个框架主要是借助于西方观念构建起来的袁
与传统中国文学多有脱节遥 更何况袁中国文学不仅

仅是吸收外来文明袁 也一直在积极地传播自己的

文化袁为繁荣世界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遥
著名文学史家郑振铎先生有一个理想袁 即文

学史不仅要打通古今袁包含各种文体袁更要展现中

华多民族文学的辉煌遥 他自己撰写过多种文学史袁
有着丰富的经验遥 他更希望组织各行专家袁撰写一

部综合性的文学史遥 后来袁余冠英尧钱锺书尧范宁等

人主持编纂的三卷本叶中国文学史曳袁唐弢主编的

叶中国现代文学史曳袁毛星主编的叶中国少数民族文

学曳则将这一设想变成现实遥 改革开放以后袁文学

研究所同仁沿着老所长指引的方向继续努力袁完
成了叶中华民间文学史曳渊祁连休尧程蔷主编袁河北

教育出版社袁1999冤尧叶中国文学通史曳渊邓绍基尧刘
世德尧沈玉成主编袁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冤等
著作袁在海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遥 这里特别要提到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民族文学研究所合

编的叶中华文学通史曳渊张炯尧邓绍基尧樊骏主编袁华
艺出版社袁1997冤首次将古代尧现代尧当代文学以及

历代多民族文学放在一起加以考察袁 初步实现了

很多学者希望看到的文学史古今打通尧 多种文体

打通尧多民族文学打通的野三通冶遥 文学研究所很早

就成立了台港澳文学与文化研究室袁 中华文学史

料学学会也顺势而为袁 在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

分会尧中国近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分会之外袁另设中

国民族文学史料研究分会袁 拟设海外华文文学研

究分会等袁 将中国文学史研究延展到更为深广的

时空中去袁展现出绚烂的发展前景遥
经过长期探索袁 学术界适时地提出 野中华文

学冶概念袁并不断地丰富其内涵遥 学者们普遍认为袁
中华文学不仅仅是横向意义上的中华多民族文学

的简单整合袁也不仅仅是中国大陆尧台港澳文学和

海外华文文学袁更重要的是袁野中华文学冶是一个建

立在大中华文学史观基础上的相对独立的学科体

系尧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袁既是现实的实践问题袁
也是深邃的理论问题譾訛遥

渊一冤努力回归中国文学本原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袁 在漫长的岁

月中袁在相对独立的空间里袁自我革新尧缓慢发展遥
1905 年 9 月 2 日袁随着清帝一纸谕令袁在中国延续

了上千年的科举制度画上句号遥 又过 10 年袁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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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袁叶青年曳杂志渊第二卷更名叶新青年曳冤创刊袁
倡导建设新文化尧摧毁旧传统的宗旨袁由此揭开新

文化运动的序幕遥 1917 年袁胡适发表叶文学改良刍

议曳袁揭开文学革命序幕遥 在政治文化领域袁打倒孔

家店袁 成为最响亮的口号遥 在文学领域袁野选学妖

孽尧桐城谬种冶成为新文化运动口诛笔伐的对象袁
被打翻在地譿訛遥 从此袁传统文学研究日渐式微袁被迫

走上革故鼎新的征程遥
改造袁从传统学科的分化开始遥 文学尧历史尧哲

学分道扬镳袁彼此悬隔遥 中文学科内部又将语言和

文学分开袁文学再细分古代尧现代和当代曰古代继

续划分袁有先秦尧两汉尧魏晋南北朝尧唐尧宋尧元尧明尧
清文学遥 具体到一个时代袁譬如唐代袁又分初唐尧盛
唐尧中唐尧晚唐曰研究初唐文学袁再分野初唐四杰冶尧
野沈宋冶曰研究野四杰冶袁又分王尧杨尧卢尧骆遥 总之袁学
科越分越细袁只见树木袁不见森林遥 即便是树木也

多不完整袁只是碎片遥 就这样袁活生生的历史被肢

解得七零八落袁 丰富多彩的文学史被割裂成一个

个电线杆子式的个体遥
文体的归并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第二项改

造遥 本来袁叶昭明文选曳叶文苑英华曳将中国古代文体

划分出近四十类文体袁叶文心雕龙曳自叶辨骚曳以下

至叶书记曳凡 21 篇袁论述各种重要文体多达五十余

种遥 在众多文体中袁除诗尧骚外袁多数为文章遥 至少

在先秦两汉袁文学的大宗是广义的野文冶遥20 世纪前

后袁在西方野四分法冶的文体观念影响下袁中国古代

文学作品也被限定在四类中袁前三类为主流袁而文

章大宗袁反而退居次要地位遥
作家身份的鉴别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第三项

改造遥 叶文选曳收录了一百三十多位作家袁叶文心雕

龙曳论及的作家有二百余人遥 两份名单对比袁重叠

颇多遥 在刘勰尧萧统的正统文学观中袁中国文学渊

源于五经袁很多经学家被视为文学家遥 如前所述袁
他们的这种观点袁并非无据遥 他们所推举的文学家

也多经得起历史的考验遥 但是按照现代文学标准袁
很多文学家被排除在文学史之外遥 唐尧宋尧元尧明尧
清文学史研究也有类似现象遥

回顾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袁 在看

到巨大成就的同时袁我们也不能不遗憾地指出袁20
世纪以来沿袭多年的文学研究袁 尤其是中国古典

文学研究袁 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文学史的实际还

有很大距离遥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袁就是我们奉为圭

臬的一些重要理论主张袁 大都是依托于西方语言

哲学建构起来的袁很难涵盖中国文学史的全貌袁也
很难用来解释复杂多变的中国文学现象遥 近年来袁
文体学尧文献学讀訛研究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袁通识教

育也成为业内津津乐道的话题袁 说明我们都意识

到以往研究的偏颇袁 都希望我们的文学史研究更

贴近中国文学实际袁更希望回归中国文学本原袁建
构中国文体学和叙事学的理论体系遥

渊二冤全面展现中华文学风貌

据笔者所知袁 民族院校文学系同学除阅读本

民族文学经典外袁 还常开设汉民族文学经典阅读

课遥 叶诗曳尧叶骚曳尧李尧杜尧元尧白尧韩尧柳袁都有介绍遥 反

观综合性大学中文系袁 似乎很少有开设民族文学

经典课程的遥这与中文系名实不符遥中华各民族文

学经典袁是中国文学重要组成部分袁理应是中国语

言文学系研究的对象遥 像产生于 11 世纪的维吾尔

族古典名著叶福乐智慧曳袁产生于 13 世纪的叶蒙古

秘史曳袁及著名的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叶格萨尔

王传曳叶江格尔曳叶玛纳斯曳等袁其中相当一部分袁至
今还流传在各个民族地区袁是真正意义上的活的文

学遥 他们的影响早已超越国界袁是中华各民族文化

的骄傲袁也是宣传中华民族文化的最好的教科书讁訛遥
我们认为袁 科学认识并研究中华文化多元一

体尧同源共生的本质袁重新认识各民族文学在推进

中华文化历史形成中的重要作用袁 确实还有很多

工作要做遥 从目前学术发展情况看袁 最迫切的工

作袁是系统深入地清理史料袁准确描述在中国历史

的不同时期袁中华各民族文学汇聚尧融通的历史过

程袁再现中华文学的整体风貌遥 近年袁国家哲学社

会科学基金支持的一些重大课题袁 充分照顾中华

多民族语言文学的实际袁 开展系统的资料整理与

研究袁 全方位地展现出中华文学的复杂性和多样

性遥 我们相信袁这些工作袁必将有助于推动中华文

学理论体系建设袁 进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建设袁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文化遥

渊三冤以文化天下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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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袁 我们更多地注意到近代中国接受

外来文化的影响袁 而忽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

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浸润袁以及对世界文明的贡献遥
近年袁一些高校成立了海外汉籍研究所袁文化部还

组织全球汉籍合璧工程袁 全方位地收集整理流失

海外的中国古籍遥
通过这样的文化工程袁我们深深地认识到袁中

华文学不仅滋育了华夏儿女袁 而且对周边国家乃

至欧美也产生重要影响袁 在世界文明宝库中占据

重要位置遥 譬如儒家经典叶诗经曳叶尚书曳叶春秋曳等
很早就已传入朝鲜半岛袁 并通过系列教育举措及

科考制度袁儒家的野德智冶野仁政冶等政治理念以及

忠孝节义等道德伦理思想在当地产生积极影响遥
从 叶奎章阁图书中国本综合目录曳渊韩国首尔大学

编冤等韩国现代书目中袁可以看到中华典籍在朝鲜

半岛留存的踪影遥
叶旧唐书窑东夷传曳记载袁日本曾多次派遣唐使

前往中国袁野请儒士授经冶遥 很多人在回国时袁野尽市

文籍袁 泛海而还冶袁 从中国带走了大量汉文典籍遥
叶日本国见在书目曳(叶古逸丛书曳本)等日本古代目

录学专书袁也保留下了丰富的历史印记輥輮訛遥
从现代考古资料看袁 中国与西方的交流应当

早于汉代的张骞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丝绸之

路袁早就传到欧洲遥 法国安田朴编纂的叶中国文化

西传欧洲史曳告诉我们袁17 世纪以来袁英尧法尧德尧意
等国的图书馆也收藏了大量中华典籍遥 在这个时

期袁很多中华典籍中的一些典故尧甚至一些著作也

开始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遥 很多有识之士发现袁
东方文化可以将国家精神意志尧民族文化理念尧社
会责任意识尧 道德修养追求等内化成为个体的自

觉袁有助于消除人与人尧人与社会尧人与自然的隔

阂袁弥合国与国尧族与族尧家与家的分歧袁具有化解

矛盾危机尧整合社会力量的重要作用遥 这些思想袁
今天依然有其现实意义遥

2007 年制定实施的叶国家野十一五冶时期文化

发展规划纲要曳中特别强调了野走出去冶的重大战

略目标遥 文学是最好的传播媒介袁可以让更多的人

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袁 让更多的人

深入理解现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意义所在袁 进而

真正在世界范围确立文化大国的形象遥 这是改革

开放 40 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得以广泛传播的历

史契机遥

四尧文献整理的时代特色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袁 尤其是电子化时

代的来临袁大规模地收集尧影印乃至深度整理海内

外古籍袁不在少数輥輯訛遥 四十多年来袁以中华书局和上

海古籍出版社为龙头袁大型的文学总集尧工具书及

资料汇编得到系统整理出版袁 为中国古典文学研

究提供了丰富全面的资料袁 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古

典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遥 可以说袁文献整理尧史料

研究工作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最好历史时期輥輰訛遥
纵观中国的学术发展袁 文献整理主要有三种

形式袁一是相对单纯的注释尧疏通遥 譬如东汉后期

郑玄的遍注群经袁唐代前期孔颖达主持的叶五经正

义曳袁清代乾嘉学者对重要经典的重新整理袁多采

用这种形式遥 这是古籍整理的最基本尧也是最重要

的形式遥 二是系统的资料汇总袁多以集注方式呈现

出来遥 譬如叶昭明文选曳的六臣注袁清人校订十三

经袁大多带有集成特点遥 三是疏解古籍大意袁具有

思想史价值遥 譬如魏晋时期郭象的叶庄子注曳袁王弼

的叶周易注曳袁以及清代戴震的叶孟子字义通释曳等袁
与上述两种恪守文字校勘原则的传统注释学很不

相同袁实际上是一种义理的推衍袁思想的阐发遥
上述三种文献整理形式都很重要袁 并无高低

薄厚之分袁也没有孰轻孰重之别遥 没有单纯的字词

的训释袁没有典章制度尧历史地理尧历代职官的解

说袁对于一般读者来讲袁很多古籍根本无法读懂遥
所谓的集注袁 所谓的义理阐发也就无从说起遥 所

以袁单纯的文字注释袁依然是最重要的文献整理形

式遥 两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间袁经典文献的整理与传

播袁主要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的遥 每一位整理者都

有一种愿望袁希望自己的校订注释著作是定本遥 从

学术发展实际看袁这种想法袁只是一厢情愿遥 历史

上袁从来就没有过所谓定本之说遥 尽管如此袁一代

又一代的学者袁孜孜以求遥 文献整理还是得从基本

的文字训释开始袁这是前提袁是基础遥
当然袁一个时代自有一个时代的学术遥 将来的

学术史在回顾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业绩时袁 该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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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总结和评价钥 笔者以为袁最鲜明的特色就是大规

模的古籍影印整理遥 目前袁很多文献整理还比较粗

疏袁甚至说不上整理袁而是文献堆积遥 很多地区都

在一窝蜂地以地域冠名袁编纂大型丛书遥 就数量而

言袁已经远远超出叶四库全书曳的规模遥 这些工作当

然很重要袁但还远远不够遥 传统文献学以目录尧版
本尧校勘尧文字尧音韵尧训诂等为核心内容遥 如果我

们总是把自己局限在传统文献学领域袁 要想超越

前人确实较难遥 不过袁 新的时代总会提出新的命

题袁也总会提供新的机遇遥 1925 年袁王国维在清华

国学研究院做 野近十年来中国学问之大发现冶讲
座袁认为一切新学问皆由于新发现遥 四十多年来袁
出土文献尧域外文献以及电子文献袁为传统文献学

平添了许多新的内容袁 最能体现文献整理的时代

特色遥
学术贵在发现袁也贵在发明遥 新资料的发现袁

确实让人欢欣鼓舞遥 但同时袁一味强调新材料袁忽
略传统学术袁也很难真正认识到新资料的价值遥 学

问的高低袁不仅要比谁掌握了更多的新资料袁更难

的是在寻常材料中发现新问题遥 这需要学术功力遥
清代著名学者阮元组织学者校订十三经的同时袁
还提出另外一种设想袁 即通过一种胪列众说的方

式袁把清朝学术成果具体而微地保存下来遥 清朝经

学著作袁此前已有纳兰性德的叶皇清经解曳袁其后又

有王先谦的叶续皇清经解曳袁具有丛书性质遥 像阮元

设想的这种大规模集成性质的文献研究著作袁尚
不多见袁值得尝试遥 裘锡圭主编叶长沙马王堆汉墓

简帛集成曳尧李若晖编纂的叶约老子跃集注汇考曳等袁
系统整理经典文献袁全面总结前人成果袁充分体现

时代特色遥 这是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取得学术成就的重要基础遥

五尧理论研究的强势回归

研究文献学不是目的袁而只是一种方法袁一条

途径遥 就像盖房子袁文学史料只是砖瓦袁没有建筑

学家的设计袁终究不能成为房子遥 文学史是一座大

厦袁需要材料的支撑袁更需要整体设计遥 只有这样袁
原本枯燥乏味的原材料才能焕发出有血有肉的生

命活力遥 这就需要理论的跟进[2]遥

马克思 叶约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跃导言曳 这样写

到院野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袁 物质

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曰 但是理论一经掌

握群众袁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遥 理论只要说服人袁就
能掌握群众曰而理论只要彻底袁就能说服人遥 所谓

彻底袁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遥 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

身遥 冶回想四十多年前那场真理标准讨论袁最初不

过是一个哲学命题袁最后竟转换成为一种看得见尧
摸得着的物质力量袁 极大地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

程遥 当然袁并不是所有的理论都具有这种强大的逻

辑力量和物质潜能遥 只有那种能够说服人的理论

才具有这样的力量遥 如果想要说服人袁这种理论就

必须彻底曰所谓彻底袁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遥
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实践告诉我们袁 推动文

学研究事业的进步袁学术观念的更新才是根本遥 凡

是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真正作出贡献的人袁 无不

在文学观念上有所突破袁 无不在文献积累方面厚

积薄发遥 如果说文献基础是骨肉的话袁那么文学观

念就是血液遥 两者互为表里袁相辅相成袁缺一不可遥
在实际研究工作中袁我们常顾此失彼袁或厚此薄彼袁
把两者割裂开来袁甚至对立起来袁缺乏通融意识遥

毋需讳言袁我们曾有过片面追求观念更新尧理
论先行的教训袁 习惯于借用现成的观念来阐释我

们的研究对象遥 我们也曾信奉苏联灌输的研究模

式去探寻规律袁沉迷于机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遥 我

们更曾迷信西方现代学说袁用以野净化冶我们的传

统遥 一时间袁野老三论冶尧野新三论冶尧现代派尧后现代

派等袁各种新方法论轮番登场遥 野文学研究者变成

了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尧半吊子社会学家尧不胜任的

人类学家尧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遥 冶[3]

当迷雾散去袁我们突然发现袁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

论渐行渐远袁现代派的理论显然于事无补袁后现代

派理论更是鞭长莫及遥 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变化袁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似乎没有做好足够的思想准

备袁迷失了方向袁或加入大众狂欢之中袁解构经典袁
颠覆传统曰或转向传统文献学袁潜心材料袁追求厚

重遥 客观地说袁古典文学研究回归文献学袁强调具

体问题的实证性研究袁 确实比那些言不及意的空

洞议论更有价值遥 但不可否认袁这种回归也隐含着

某种危机袁长此以往袁必将弱化我们对于理论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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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兴趣袁最终会阻碍中国文学研究的重大突破遥
这又回到了本文第一部分提出的问题袁 当文

学研究徘徊不前时袁 回归经典便成为学术界的自

觉选择遥 当然袁时代在发展袁传统的经典理论也应

与时俱进遥 历史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袁远远超乎我们

的想象遥 近年袁记忆文化理论尧口述历史理论尧写本

钞本理论袁 其实都在努力通过不同的途径去努力

接近历史真相遥 尼采说袁世界上没有真相袁只有对

真相的解释遥 野后真相冶渊post-truth冤的时代思潮袁促
使我们对历史角色塑造问题尧经典资料来源问题尧
历史想象与文学想象异同问题等进行重新思考遥
长期以来袁我们对历史材料的处理相对简单袁依违

两端袁要么疑古袁要么佞古袁即便是中立的野释古冶袁
或曰野走出疑古时代冶袁其本质还是相信或者不相

信现存史料遥 事实上袁现存的史料袁有不同的来源袁
有当时的信史袁 也有后来的羼入袁 种种复杂的叠

加袁形成很多矛盾的存在遥 在这种情况下袁根据局

部细节否定整体袁或者相信整体而忽视细节袁似都

不足取遥 实事求是袁对具体材料作具体分析袁这是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态度袁 也是未来中国古典文

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理论方向遥

注院
淤 1985 年非常特殊袁人们戏称为野文艺方法论年冶遥 3 月袁

叶文学评论曳等单位在厦门组织召开野全国文学评论方

法讨论会冶遥 4 月袁文学研究所等单位在扬州组织召开

野文艺学与方法论问题学术讨论会冶遥 10 月袁中国艺术

研究院等单位在武汉召开 野文艺学方法论学术讨论

会冶遥 古典文学研究界关于新方法论的讨论相对滞后遥
1986 年叶文学遗产曳第 3 期刊发叶古典文学宏观研究征

文启示曳袁反应强烈袁波及面很广遥 1987 年袁由叶文学遗

产曳尧叶文学评论曳尧叶语文导报曳等单位在杭州召开野古典

文学宏观研究讨论会冶袁此后袁又陆续在桂林尧大连尧漳
州等地召开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论学术研讨会袁这种热

潮一直持续到 1989 年袁此后袁方法论的探讨逐渐退潮遥
于 文学史著作袁如邓绍基尧刘世德尧沈玉成主编的多卷本

叶中国文学通史曳渊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冤袁 章培

恒尧 骆玉明主编 叶中国文学史曳渊复旦大学出版社袁
1996冤袁张炯尧樊骏尧邓绍基主编的叶中华文学通史曳渊华
艺出版社袁1997冤袁袁行霈主编叶中国文学史曳渊高等教育

出版社袁1999冤曰文学史批评袁如戴燕叶中国文学史权力曳
渊北京大学出版社袁2002冤尧董乃斌尧陈伯海尧刘扬忠主编

叶中国文学史学史曳渊河北人民出版社袁2003冤尧 陈广宏

叶中国文学史之成立曳渊上海古籍出版社袁2016冤尧余来明

叶野文学冶概念史曳渊人民文学出版社袁2016冤等都是在这

样的宏观背景下产生的遥
盂 这些论文收录在叶走向通融要要要世纪之交的中国古典

文学研究曳渊知识产权出版社袁2005冤尧叶回归中的超

越要要文学史研究的多种可能性曳渊凤凰出版社袁2011冤
等论文集中遥

榆 罗素叶西方哲学史曳英国版序言院野在大多数哲学史中袁
每一个哲学家都是仿佛出现于真空中一样曰除了顶多

和早先的哲学家思想有些联系外袁他们的见解总是被

描述得好像和其他方面没有关系似的遥 冶野这就需要插

入一些纯粹社会史性质的篇章遥 冶商务印书馆 2004 年

版袁第 9 页遥 由此看来袁这种弊端并非中国特有遥
虞 当然也有在此基础上另推出一些典籍者袁 如段玉裁

叶十经斋记曳渊叶经韵楼集曳卷九冤就在此基础上益之以

叶大戴礼记曳叶国语曳叶史记曳叶汉书曳叶资治通鉴曳叶说文解

字曳叶九章算经曳叶周髀算经曳等袁以为二十一经遥 但无论

如何划分袁都以五经为基始遥
愚 2015 年 3 月 16 日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尧民族

文学研究所主办的叶文学评论曳叶文学遗产曳叶民族文学

研究曳联合举办野中华文学的发展尧融合及其相关学科

建设冶学术研讨会袁就中华文学命题的提出及其理论

意义尧 中华文学形成过程中的本质特征及内涵外延尧
中华文学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所呈现出来的不同特

色及其在中华民族历史融合与民族精神建构中过程

中的巨大作用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遥 此后袁叶文史知

识曳开辟野中华文学冶专栏袁邀请专家就上述问题发表

意见遥
舆 叶新青年曳杂志第 3 卷第 5 号野通讯冶一栏发表钱玄同致

陈独秀的信袁信中说院野惟叶选曳学妖孽所推崇之六朝文袁
桐城谬种所尊崇之唐宋文袁则实在不必选读遥冶 妖孽一

词袁见陈琳叶为袁绍檄豫州曳院野司空曹操祖父袁故中常侍

腾袁与左悺尧徐璜并作妖孽袁饕餮放横袁伤化虐民冶遥
余 如曾枣庄有叶中国古代文体学曳上下卷袁另有五册为先

秦至近代的文体资料集成遥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

出版遥 中山大学有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丛书九种袁包
括孙立叶日本诗话中的中国古代诗学研究曳尧林岗叶口
述与案头曳叶明清小说评点曳尧吴承学叶中国古代文体形

态研究曳叶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曳尧戚世隽叶中国古代剧

本形态论稿曳尧彭玉平叶诗文评的体性曳尧刘湘兰叶中古叙

事文学研究曳尧何诗海叶汉魏六朝文体与文化研究曳等袁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出版遥 至于文献学的概论尧专
题研究著作袁更是不胜枚举遥

俞 见李炳海叶民族融合和中国古典文学曳渊东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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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es on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over the Past Forty years

LIU Yue-jin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Abstract: Over the past 40 yea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has
been looking for direction in classics, gaining strength from tradition, accumulating experience in innovation and
surpassing predecessors when going back to the tradition. In terms of its general trend, the research shows the trend of
returning to classics, the concept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ur age in literature collation and
the powerful return to theoretical researches. To return to the classics is to return to the Marxist classics and the classics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野Chinese literature冶 is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disciplinary, academic and discourse
system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view of great Chinese literature. Over the past 40 years, led by Zhonghua Book Publishing
House and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large literature collections, reference books and resource
compilations have been systematically edited and published, providing rich and full -scale re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greatly promoting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It
can be said that we are in an unprecedented best historical period of literature collection and researches on historical
resources.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 making concrete analysis of specific materials are the basic attitud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theoretical trend of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study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return to classics; Chinese literature; literature review; return to
theories

出版社袁1997冤袁刘亚虎尧邓敏文尧罗汉田叶中国南方民族

文学关系史曳渊民族出版社袁2001冤袁郎樱尧扎拉嘎叶中国

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曳渊贵州人民出版袁2005冤等论著遥
逾 孙猛叶日本国见在书目详考曳有详尽注释袁上海古籍出

版社 2015 年遥严绍璗叶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曳渊中华书局袁
2007冤厚厚三大册可见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遥

輥輯訛 南江涛叶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古籍影印出版曳袁刊叶中国

出版史研究曳2018 年第 1 期遥 南江涛尧贾贵荣叶新中国

古籍影印丛书总目曳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袁2016冤袁从
1949 到 2010 年袁新编丛书 443 种袁涉及子目五万条遥
具体到改革开放四十年袁古籍丛书渊按一种计算冤袁经
典著作尧类书尧工具书等一千余种袁涉及古籍子目近六

万种遥
輥輰訛 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袁 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出现重要转

机遥 2003 年 12 月袁清华大学尧北京大学尧河南大学尧中
国现代文学馆尧北京鲁迅博物馆等单位共同发起野中
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冶遥 2004 年 10 月袁由河

南大学文学院尧叶文学评论曳编辑部尧洛阳师范学院中

文系联合举办的 野史料的新发现与文学史的再审

视要要要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学术研讨会冶在开封和

洛阳召开遥 2005 年第 6 期的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曳
发表野现代文学史料学冶专号遥 2005 年袁新华出版社出

版刘增人等叶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曳袁2014 年袁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徐鹏绪 叶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曳
等遥

参考文献院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三册[M].北京院人民出版社袁1972.
[2] 渊英冤柯林武德.历史的观点(译者序)[M].何兆武袁张文杰

译.北京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袁1986.23.
[3] 渊美冤哈罗德窑布鲁姆.西方正典[M].江宁康译.南京院译

林出版社袁2004.412.

揖责任编辑院向博铱

第 1 期 刘跃进院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四十年 窑127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