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期以来袁中国学者已经习惯套用西方理论袁并
将其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袁 殊不知如果不把

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的文化土壤相结合而盲目地套

用袁这么做是会出问题的遥季羡林先生很有感触的指

出院野我们东方国家袁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袁在近

现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

体系冶[1]遥 中国当代袁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理论袁没有自

己的声音? 其基本原因在于我们患上了严重的失语

症遥 1995 年袁我提出了中国学术与中国文论的失语

现象院野中国现当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理论话

语袁而没有自己的话语袁或者说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套

文化,包括哲学尧文学理论尧历史理论等等的表达尧沟
通尧交流和解读的理论和方法遥 冶我们没有一套自己

的学术话语袁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尧沟通尧解读的学

术规则遥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学术话语袁就几乎没办

法进行学术研究遥本文认为袁我们在引进及应用西方

理论的時候袁不应该把它当作绝对的真理袁而应该加

强对话袁注意它的适用性袁注意西方理论的中国化袁

注意其异质性与变异性遥
习近平主席指出院野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

用袁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遥 在解读中国实践尧构
建中国理论上袁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袁但实际上我国

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袁 还处于有

理说不出尧说了传不开的境地遥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

念袁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尧新
范畴尧新表述袁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遥 这

项工作要从学科建设做起袁 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

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遥 冶[2]

怎样改变中国文论的失语现状钥 怎样建设中国

文论话语体系袁本文认为袁加强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

文论的对话袁应当是中国话语建设的一条新路径遥
笔者认为袁当代中国文论的学术资源袁大致有三

个传统袁一是中国古代文论袁二是俄苏文论袁三是西

方文论遥从历史源流上来看袁古代文论是我们自己的

文论资源袁但野五四冶白话文运动以后袁再难找到其言

说语境袁一直举步维艰曰俄苏文论在特定历史时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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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文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袁但改革开放以后袁逐
步从人们的话语中淡去袁成为一种历史记忆曰西方文

论虽然在野五四冶时就有所接触袁但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袁才蜂拥而入袁成为当今文论的重要话语资源遥

西方文论自有其深厚的发展传统袁 有其产生的

文化根源和背景袁 而我们的引入却基本上是一种共

时性尧平面化的引入遥 第一是拿来袁从柏拉图到德里

达袁几千年的演变浓缩到几十年内来吸收遥一时间风

起云涌袁云遮雾障袁各式各样的西方思潮都在中国的

学术界演练了一遍遥 呐喊厮杀声中都是西方文论话

语的硝烟袁而中国文论却哑然失语遥
改革开放已经 30 年袁新时期文论也已经走过了

30 年遥 斗转星移袁尘埃渐定袁我们逐步开始分析和思

考袁在拿来的基础上甄别与挑选袁在失语的困惑中转

换与重建遥 不论是西方文论的研究还是古代文论的

阐发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遥 然而袁从总体上看袁现当

代中国文论还是隐而不彰袁没有拿得出手的东西院没
有一个大体的轮廓袁没有一个明晰的面貌袁没有呈现

出自己独立成熟的理论形态和话语系统遥
我们究竟要重建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文论钥这是面

对现实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遥 首先袁有一个方向是

清楚的袁那就是整合中西文论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遥
其次袁如何创新袁怎样创新钥中国文论的发展迟迟没有

突破袁就是在这个关节点上我们的思考还不深入遥
首先袁我们不能指望创造一个包打天下的文论遥

这种情况在人类认识的早期出现过袁如先秦的野诗言

志冶袁柏拉图的野理念冶袁亚里士多德的野摹仿冶遥 但是袁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袁 书写性灵和现实的文学随着

社会生活的复杂化而复杂化袁千姿百态袁面目各异袁
不可能服从某一条定律遥 我们不可能再创造出一种

文论能囊括古今文学的阐释遥所以说袁我们未来的文

论肯定是多元的遥不同的理论交杂共呈袁提供不同的

思路对文学进行多视角多维度的阐释遥因而袁百家争

鸣袁百花齐放应是文学理论的常态遥
其次袁 我们不可能一劳永逸的完成中国文论的

建设遥我们的文论总是在不断的言说之中袁不断的建

构之中遥 中国文论的建设成功不在于提供一个本质

的答案袁 而在于能给出对文学及其现象的有力阐释

或是独到见解遥因为文学本来就没有所谓的本质袁如
果有袁那也是我们建构出来的袁而且一直在我们的构

建之中遥 虽然文学理论一直有各种关于文学本质的

言说袁 或者说各个流派各种言说都试图揭示文学的

本质袁但都只是从一个方向袁一个侧面向我们揭示遥
每一种揭示也远非定论袁 它只是文论构建过程中的

一个步骤遥 克罗齐说院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遥 冶[3]文
学理论也是这样遥 它的构建一方面指向文学的本质

的揭示袁一方面指向当下的生存体验遥因此它一方面

固守传统袁在言说中不断追溯先贤曰一方面随着社会

思潮的变迁而变迁袁 参与甚至引领着社会思潮的发

展遥在构建变动中有历史传承袁在历史传承中有当代

气息袁因此袁它的发展永无止境遥也就是说袁我们未来

的文论是动态的遥
再次袁多元言说中的相互关系问题遥它们可能有

两种情况院一种就是各说各的袁百花齐放袁各论一隅袁
各持其论袁各得其情袁流派分明袁各有千秋遥当代西方

文论流派纷呈袁犹如春秋战国时期之百家争鸣袁各家

学说蜂拥而出袁形成一个又一个学术高峰曰还有一种

就是冲突尧碰撞尧对话袁最后形成你中有我袁我中有

你袁而又面目各异的情景遥如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学说

的结合所产生的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尧 结构主义马

克思主义等等都类似于此遥
综上所述袁创新也就有两条路径袁一是在百花齐

放中再绽一枝的原创遥这种情况比较罕见袁它不但依

靠特定历史环境的孕育袁 也依靠特立独行天才的发

现袁比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袁福科的知识考古学袁
这确实是前人所未思考过的角度袁 所未探索过的方

向遥他们的发现打通了一堵墙袁后继者在他们的启发

下继续往前挖掘袁 往往所获甚丰袁 逐渐形成一个流

派袁也形成思想史上再也无法忽略的资源遥
还有一种就是在对话中激发袁在继承中创新遥站

在巨人的肩膀上更进一步袁积微渐进袁局部创新遥 面

对古今文论丰富的学术资源袁 这是我们比较可行的

扎实的创新路径遥在对话的过程中袁更加深入的理解

前人的言说袁 在前人的激发下有一点自己的独得之

见袁如刘勰的叶文心雕龙曳之于陆机的叶文赋曳袁荣格之

于弗洛伊德曰 或者是能够让不同的言说在同一个场

景里呈现袁拼接出新的面貌袁如海德格尔之于胡塞尔

现象学和老庄道家思想的融合遥 中西文论对话采取

的就是这后一种方式袁相互交流袁深入沟通袁在前人

的基础上试图有所发明遥 这也是积极稳妥地重建中

国文论的道路遥

一尧西方当代文论与中国
古代文论对话

对话与研究不同袁研究的对象我们称作材料袁它
是冷静而客观的袁而在对话里却没有客体的概念袁对
话双方都是以主体的姿态呈现遥 我们首先关注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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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和谁对话钥其次是他们如何展开辩论的钥在整个过

程中袁我们如同观赏一场精彩的球赛遥 因而袁对话的

价值就在于主体性的张扬遥如果说研究如同写剧本袁
那对话就把这场戏搬上了舞台遥

巴赫金说院野思考它们袁就意味着和它们说话袁否
则的话袁它们立即会以客体的一面转向我们遥 冶[4]我
们一直在讲中西融合袁 仿佛这些思想是客体的资源

可供我们驱使遥 然而袁在对话的场景里面袁它们不再

是被动的客体袁它们成为了主体遥它们是活跃的思想

家袁是游说的政治家袁是激动的辩论家袁总之它们有

一个特色就是它们在不断的言说袁 言说它们的立场

主张遥思想的活力和生命在于传播遥不论是西方的还

是古代的文论袁都只有从书本文字中站起来袁寻找到

知音袁产生共鸣曰寻找到对手袁产生论辩袁那才能成为

鲜活的思想遥中国古代文论与当代西方文论袁在时间

上跨越了传统与现在袁在空间上联接了中国与西方袁
使得他们之间的对话成为了中西文论对话中的重头

戏遥西方文论要在中国落地生根袁必须在中国本土找

到话语支撑袁古代文论要实现现代化转换袁必须要在

当代找到言说语境遥 古代文论是中国传统的话语资

源袁西方文论是当代主要的言说语境袁两者的对话和

磨合对于我们重建中国文论至关重要遥

渊一冤当下语境院当代西方文论

中西文论对话的根本目的还是在于促进我国的

文论事业的发展袁 解决我们当下的困惑和实际的问

题遥随着现代化程度的加深袁我们和西方的差距越来

越近袁 他们曾经的遭遇和困惑很多也是我们现在所

面临的遥 类似的病症使我们把求诊的目光投向西方

现代话语资源遥他们走过的弯路值得我们借鉴袁他们

取得的经验值得我们吸取遥 而流派纷呈的西方当代

文论袁各领风骚数十年袁在西方急剧变化的现代化进

程中不断反思袁不断批判袁一路披荆斩棘走过来袁有
很多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可以供我们借鉴遥可以说袁当
代西方文论已经超越了文学理论的专业领域袁 与西

方当代哲学一起袁 直接参与了西方当代价值理念的

建设而纵横天下遥
当代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条线

索袁都和当代西方文论紧密联系在了一起遥从人本主

义一条线来看袁这是文论的原初领域遥尼采的哲学也

是尼采的散文袁萨特的小说也是萨特的哲学袁更为重

要的是袁对人的关怀袁是哲学的本分袁也是文学的本

分遥对于人本主义哲学来说袁文学所提供的社会范本

是再好不过的人性分析范本袁 而他们的研究肯定要

影响到文学理论遥因此袁人本主义哲学流派和文论流

派它们自然而然的走到了一起袁 很多思想家同时也

是文论家袁如海德格尔尧弗洛伊德袁以及法兰克福学

派尧女性主义和后殖民批评的思想家们袁等等遥
现代科技的发展形成现代社会进步的根本力

量袁使得科学理性成为当代主导性力量袁逻辑分析的

方法渗入到各门学科袁包括野非其族类冶的人文学科遥
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为当代西方文论开辟了

科学主义一条战线袁 使当代西方文论在研究文学自

身的问题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遥 古希腊哲学试

图认识世界的本质曰而笛卡尔尧康德却追问这个认识

何以可能袁回到人自身及其认识能力曰而现代哲学则

进一步思考这个认识的工具要要要语言本身如何可

能遥因此袁哲学家开始分析语言尧分析形式院区分所指

与能指尧语言与言语袁历时与共时尧转喻与换喻袁分析

层次尧功能尧模式尧结构袁分析世界是如何被叙述被构

建出来的袁这些分析促使了文学理论转向自身内部袁
做精细的科学研究与分析袁形成了俄国形式主义尧新
批评尧结构主义等一批影响深远的流派遥

没有哪个世纪的文学理论有 20 世纪西方文论

那样丰富多彩袁也没有哪个世纪的文学理论象 20 世

纪西方文论那样掀起全球性的风暴袁 产生如此深远

的影响遥 在中国袁 它们也掀起一阵又一阵的思想风

暴袁成为当今学界所研究的热点和重点遥 因此袁当代

西方文论成为我们所选择的对话主体之一遥

渊二冤理论支点院中国古代文论

对话不是独白袁 它要求对话双方各自有各自独

立的话语袁在此基础上才能进行平等有效的对话遥对
话西方当代文论袁我们需要一个有效的理论支点袁这
就是古代文论遥 这一方面是现当代文论罹患失语症

的无奈遥回首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发展历程袁野五四冶以
来的白话文运动袁救亡压倒一切袁启蒙与革命使文艺

成为宣传曰解放以来袁苏联文论随着苏联模式红遍社

会主义阵营遥改革开放以后袁西方文论的引进开拓了

我们的视野袁解放了我们的思想袁但是袁不自觉的又

一头陷入西方文论的藩篱遥直到如今袁失语症仍然是

现当代文论界最明显的病征遥 如陈伯海先生说院野中
国现代文论话语之所以不能当作本根袁 还因为从总

体上看袁它尚未建成成熟的理论形态袁不足以支撑起

一套新的话语系统遥 冶[5]

我们认为院野进行异质文论的对话首先应该掌握

耶话语独立爷和耶平等对话爷两条基本原则遥 冶[6]渊P138冤
现当代中国文论深受西方文论侵染袁 无法脱离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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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论的言说袁未曾独立袁也就谈不上什么平等遥 而古

代文论是在中华文明中孕育出来的独立的话语系

统袁有自己的根脉和体系袁有自己的话语规则和言说

方式院野一是以耶道爷为核心的意义生成和话语言说方

式曰二是儒家耶依经立义爷的意义建构方式和耶解经爷
话语模式遥 这两条主线生成又派生出众多的附属生

成规则袁如言不尽意尧立象尽意尧微言大义等等袁支撑

起枝繁叶茂的中国学术遥 冶[7]渊P8冤中国古代文论话语规

则独具特色袁与西方文论有着从根子上就截然不同的

异质性遥 这形成了她与西方文论对话的天然条件遥
另一方面在于古代文论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

命脉袁 理解古代文论袁 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我们自

身袁才能在传统与现代的过渡中回旋转身遥和西方当

代文论不断深入批判当下西方社会中的种种问题相

反袁我们近百年来批判的目标不是指向当下袁而是指

向过去袁指向传统袁从野反帝反封建冶到野破四旧冶等不

一而足遥总以为是传统思想束缚了我们的发展袁造成

我们的落后遥百年来的批判割裂了我们的传统袁对于

古代文论我们也产生了隔膜遥 在当今西方话语盛行

的时代袁听听古代文论的言说袁能唤起我们的集体无

意识袁唤起我们的民族记忆遥也是在西方文论的参照

下袁我们能冷静地审视我们的文化传统袁更加清楚地

认识到自己的特质遥张首映先生认为院野西方 20 世纪

文论还有一种耶小处精细袁大处迷茫爷的小家子气倾

向遥 冶[8]西方文论新锐犀利袁但常常是只见树木不见

森林袁深刻与偏见共存袁启示与迷茫同在遥 传统深厚

的理论资源袁历经岁月千年的淘洗锤炼袁它的浑厚和

大气正好作为西方当代文论的参照遥 这种参照也许

能在叶庄子曳中找到隐喻院
庄子送葬袁过惠子之墓袁顾谓从者曰院野郢人

垩慢其鼻端若蝇翼袁 使匠人斫之遥 匠石运斤成

风袁听而斫之袁尽垩而鼻不伤袁郢人立不失容遥宋

元君闻之袁召匠石曰院耶尝试为寡人为之遥 爷匠石

曰院耶臣则尝能斫之遥虽然袁臣之质死久矣浴爷自夫

子之死也袁吾无以为质矣袁吾无与言之矣浴冶渊叶庄
子窑徐无鬼曳冤
郢人与匠人袁一个大智若愚袁一个大巧若莽袁二

者截然不同袁然而却相得益彰袁相互为质袁相互成就遥
庄惠之交袁濠梁之辩渊叶庄子窑秋水曳冤袁中西文论对话

亦有似于此遥审美的庄子有艺术家的气质袁认知的惠

子有逻辑家的辩才袁 截然不同的个性成就了他们的

辩论与友谊遥 批判的西方当代文论与审美的中国古

代文论截然不同的异质性袁 他们的交锋也定是颇为

精彩遥

二尧对话的话题与言说语境

当代西方文论和中国古代文论走到了一起袁讨
论些什么呢钥 如何开展交流尧沟通与对话呢钥 刘勰在

叶文心雕龙窑序志曳篇中讲院野若乃论文叙笔袁则囿别区

分袁原始以表末袁释名以章义袁选文以定篇袁敷理以举

统遥冶叶文心曳从第六篇叶明诗曳开始袁细论各类文体袁基
本是按照这个程式进行的遥我们便依古人之例袁略加

变通袁改造成中西文论对话的方法袁或许可行遥 论述

路径如下院

渊一冤原始以表末院西方文论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

原始以表末袁 对西方当代文论在中国的译介和

研究情况做一个历时性的梳理遥 理清西方文论传入

中国的来龙去脉袁了解现有研究状况袁是构建对话语

境的基础遥
从历史上来看袁 当代西方文论传入中国主要有

两个时期袁第一次是野五四冶前后袁以王国维尧梁启超尧
胡适尧鲁迅等对西方思潮的译介和传播为代表袁打开

了国人的眼界遥 这次引进在解放后受左的思潮的影

响而归于沉寂袁但也有暗潮涌动遥第二是改革开放后

的全面引进袁波澜壮阔袁目不暇接袁而又与时代脉搏

紧密联系在一起遥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

末袁在解放思想尧拨乱反正的时代步伐中袁引进西方

文论袁破除僵化思想袁激发了人们极大的学习讨论热

情遥 1985 年人称野方法年冶尧野批评年冶尧野文化年冶袁人
们争相用西方当代文论的各式方法理论解构长期盘

踞的阶级思维专断模式遥从 90 年代初到 20 世纪末袁
学术上少了些冲动袁更多了些反思袁西方文论的引进

也进入了更高一层的消化研究阶段遥 尤以 1996 年

野失语症冶和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冶的讨论为热点袁回
到重建中国文论的道路上来袁 更为理性地对待西方

文论遥 而从 21 世纪初到现在袁全球化浪潮加速了中

国融入世界的脚步袁 我们与西方学术界的交流越来

越频繁袁几乎形成了同步共振的态势遥
而在大体的演变过程中袁 西方文论各流派在中

国的境遇也不尽相同袁 这或多或少取决于中国社会

的接受程度遥比如 80 年代袁初登陆的新批评尧结构主

义在中国热极一时袁 对文学形式研究的重视实际是

对野以阶级斗争为纲冶的反驳遥而法兰克福学派尧文化

研究尧女性主义批评尧殖民主义批评等后现代文学批

评理论直到 90 年代以后袁当中国社会商品经济充分

发展袁也遭遇西方后现代式的精神危机的时候袁才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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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热起来遥 因而袁野原始以表末冶袁在历时的流变中梳

理每个流派在中国的译介尧 传播和遭遇以及它与中

国问题的契合度与关联度袁 它在中国接受的深度与

广度袁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遥

渊二冤释名以章义院同题共论中西观点

展开中西文论的画卷袁 对比强烈的色差使我们

不得不首先找寻它们的共同点以寻求沟通的可能遥
不同话语共同话题尧不同路径共同走向尧不同规则共

同规律都是可供切入的交汇点遥在这些交汇点上袁所
谓野释名以章义冶袁就是在对话的过程中敞开各自的

阐释和立场袁揭示各自的角度和观点袁搭建对话沟通

的话语平台遥这种讨论不是一定要得出什么结果袁而
是聆听双方的声音袁彰显双方的释义遥

1.不同话语共同话题

叶在对话中建设文学理论的中国话语要要要论中

西文论对话的基本原则及其途径曳一文中袁曹顺庆尧
支宇先生就提出野不同话语与共同话题冶作为中西异

质文论对话的具体途径之一 [6]遥 展开异质文论的对

话袁掌握好原则和途径[9]袁共同话题是一个很好的切

入方式袁也是最常用的切入方式遥早在 1988 年袁国内

第一本比较诗学著作叶中西比较诗学曳[10]就将艺术本

质尧艺术起源尧艺术思维尧艺术风格尧艺术鉴赏等五个

话题作为中西对话的基本单元袁 然后在每个话题下

展开中西文论的相关论述袁 使他们在各自的言说中

揭示出中西艺术共同的规律遥
当代西方文论流派纷呈袁 每一个流派都有它的

侧重点遥他们往往在一个问题上深入下去袁将其推到

极致袁形成一种野片面的深刻冶袁然后掉头袁又开发另

一块处女地遥 它的新意和深刻在于立场和角度的不

同袁但话题往往还是古老的话题遥比如说俄国形式主

义的陌生化理论袁陆机讲野谢朝华于已披袁启夕秀于

未振冶渊叶文赋曳冤袁刘勰在叶体性曳中列野新奇冶一门院野新
奇者袁摈古竞今袁危侧趣诡者也冶袁韩愈说野惟陈言之

务去冶渊韩愈叶答李翊书曳冤袁都有与之相通之处遥 再如

接受理论从读者的角度切入文论袁 刘勰也曾在 叶文
心曳中专列叶知音曳一篇袁提出野会己则嗟讽袁异我则沮

弃冶袁讨论读者的偏好与作品的接受问题遥同一处风景

或许在中西画家笔下风采各异袁但他们毕竟画的都是

同一棵树尧同一座桥遥 因此袁虽然时空迥异袁但中西文

论都有共同关心的话题袁可以就此基础上展开讨论遥
2.不同路径共同走向

不同的路径如同登山袁前山后山的风景不同袁但
山顶是共同的目标遥 中国的内陆型文明与西方海洋

性文明起源虽然迥然不同袁 都展开了对宇宙人生的

思考遥 虽然各自的路径不同袁古希腊的野逻格斯冶袁中
国的野道冶袁一可说一不可说袁但都指向以语言为阶梯

的对宇宙规律的揭示遥而文学本是人学袁中西文学和

文论其实都绕不开人性的探索遥 精神分析的压抑说

和古代文论的发愤著书说袁 一个从性压抑的角度进

行潜意识分析袁 一个从历尽磨难奋发图强的人生态

度上分析袁路径虽然有所不同袁但都从作家心理寻找

创作动机袁得出野病蚌成珠冶的结论遥
3.不同规则共同规律

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当代文论都是根植在各自

文化传统中袁有着各自不同的话语规则遥熟悉古代文

论的中国读者一眼就可以看出伊瑟尔提出的 野文本

的召唤结构冶和传统野意境冶理论的野虚实相生冶尧野韵
味无穷冶有着类似之处遥然而袁野耶意境爷的范畴成熟虽

晚袁但是从老子的耶道可道袁非常道爷尧耶大音希声袁大
象无形爷袁庄子的言不尽意尧耶得意而忘言爷袁到钟嵘的

耶滋味爷说尧司空图的耶韵味爷说尧严羽的耶兴趣爷说袁直
至王国维的耶境界爷说袁我们可以看到仿佛有一条隐

约的红线贯穿始终袁 这就是深藏在范畴后面的文化

规则遥 冶[7]渊P7冤意境后面是深于体味领悟的野道冶不可

言的中国文化规则袁而野召唤结构冶后面却是西方式

的剥笋抽茧式的逻辑演绎文化规则遥 伊瑟尔从文本

与读者两极的关系出发袁 对文学作品如何调动读者

的能动作用袁 以及文本在何种程度上提供了怎样的

预结构提出设问遥这种预结构从空白尧填空尧追问尧召
唤中一点点的揭示出来袁 体现了逻辑清晰追求真理

的西方文化规则遥野召唤结构冶与意境理论殊途同归袁
说明从不同的学术规则出发袁 我们也能探寻到文学

艺术的共同规律遥 如钱钟书先生所说院野比较文学的

最终目的在于帮助我们认识总体文学乃至人类文化

的基本规律冶[11]遥

渊三冤探源以辨异院类似论述不同根源

中西文论对话的价值袁 一方面在于寻求文学的

共同规律袁 一方面还在于对于各自异质性的确证遥
野所谓异质性袁是指从根本质地上相异的东西遥 就中

国与西方文论而言袁它们代表着不同的文明袁在基本

文化机制尧 知识体系和文论话语上是从根子上就相

异的(而西方各国文论则是同根的文明)遥 冶[12]渊P26冤所
谓探源以辨异袁就是不仅仅看到表面上的同袁还要进

一步深究其根源上的不同遥 这也是中西文论对话进

行之后更深层次的要求遥 在引发对话尧展开对话尧活
跃对话的愿望下袁对话双方野求同存异冶袁尽量就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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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交流意见袁如钱钟书先生的叶管锥编曳袁张隆溪的

叶道与逻各斯院东西方文学阐释学曳都是这类著作遥这
样的对话能促进双方的交流袁 但真正牢固的友谊还

应该建立在进一步理解的基础上遥因此袁更深层次的

对话一定会涉及到双方异质性的探讨袁 也是在对异

质性根源进行梳理的过程中袁双方能互以为质袁在对

比中更加深入地认识自己遥
1.类似现象不同成因

中西文论成长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之下袁 有些观

点和论述不谋而合袁但细加咀嚼袁就会发现它们后面

的结构背景尧文化支撑其实是不同的遥 例如袁西方现

象学文论传到中国袁引起中国学者的极大兴趣袁乃是

由于现象学的本质直观与中国传统思维颇为类似之

故遥 但其实二者之间有着绝大的不同遥 胡塞尔的野本
质直观冶是科学分析式的袁它通过加括号的方式悬搁

了经验主义的态度袁 这和古代文论的目击道存的顿

感领悟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思维路径遥 胡塞尔的现象

学是在批判西方传统的主客体两分的思维模式下产

生的遥 他通过野意向性冶这个关照动作将野意向性主

体冶和野意向性客体冶融合到一体袁这和中国向来不分

主客体的浑然思维又有一致之处袁 但实际上胡塞尔

的意向性是针对个体的尧有确定对象的袁与中国的浑

融完全不同遥 中国的天人合一是 野独与天地精神往

来冶渊叶庄子窑天下曳冤袁并没有确指的遥在这些类似现象

的背后袁我们加以深入的辨别与分析袁就可以看到中

西文论类似的说法后面有着非常不同袁 甚至是截然

相反的思维模式和出发点遥
2.类似结论不同指向

野慧子曰院狂者东走袁逐者亦东走袁其东走则同袁
其所以东走之为则异遥 故曰院同事之人袁不可不审察

也遥 冶渊叶韩非子窑说林上曳冤同是东走袁一奔一逐袁貌同

而神异遥 西方当代文论是在对西方文化的批判过程

中发展而来袁都有着现实的内在意义遥如俄国的形式

主义标立 野文学性冶 及其名言院野艺术永远独立于生

活袁 它的颜色从不反映飘扬在城堡上空的旗帜的颜

色遥 冶其实只要听听他们的宣言袁看看他们兴起和零

落的年代袁 我们就知道它其实以标榜形式逃避和反

抗俄国十月革命前后的政治话语遥 新批评在美国兴

起袁摈弃文学的外部研究而着力于文学的内部研究袁
其实和美国这个新兴国家没有多少历史可供外部研

究也有关系遥 而同样是对形式的重视袁 李清照的词

野乃知别是一家冶渊李清照叶词论曳冤袁是对苏轼等野学际

天人冶以文入词的不满袁为词争取一个独立的地位袁
和当时的政治没有什么深刻的联系遥

因此袁在中西文论对话的时候袁不仅要听它们说

了些什么袁要辨析它们言说的思路和根源渊也就是异

质性冤袁更要比较思考各自言说的目的和指向袁也就

是它们的话语试图达成的力量遥 这样才能吸收双方

思想精华为我所用袁而不是我为其用遥
3.杂花生树范畴共生

对话寻求的是理解袁不是争个谁是谁非袁不是一

方压制另一方袁也不是强势话语的一家独白遥杂花生

树尧范畴共生让异质性话语都有言说的空间袁互证互

识袁共存共生遥 野如果不能清醒地认识并处理中西文

论的异质性袁则很可能会促使异质性的相互遮蔽袁并
最终导致其中一种异质性的失落遥 冶[12]渊P26-27冤异质

性最好的保护就是保持其原生态袁异质共生袁保持其

独立的品格袁形成真正的野和而不同冶遥野江南三月袁暮
春草长袁杂花生树袁群莺乱飞遥冶渊丘迟叶与陈伯之书曳冤
西方文论争奇斗艳袁古代文论枯木逢春袁杂花生树春

满园袁范畴共生百花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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