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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重写文学史)对当下文学史写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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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写文学史/是在陈思和'王晓明等人推动下产生$他们对以往的文学史著作提出了个种不同问题&.重写文学史/

主要针对以往重要作家作品定论分析质疑与重评&尤其是针对从解放区文学到.十七年文学/重要作家作品的既定结论的重

评&从开设的专栏对赵树理'柳青'茅盾等作家作品的重评就能体会到重评.十七年文学/的.拨乱反正/意味$对我们当下的

文学史认识以及新的文学史书写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历史经验主义!政治与审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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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写文学史)反思的空间

.重写文学史/的反思态度放在任何时候都是必

要的&反思也就是回顾过去文学史的特点并且有针

对性的进行思考&这是一种严谨的态度&.重写文

学史/正是对以往文学史的反思才有了重写&这种

反思并不是用新的意识形态强加于过去文学史书写

的意识形态之上$而是尽量客观'真实的反映当时文

学史的丰富面$继而实现.改变这门学科原有的性

质$使之从从属于整个革命使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

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的愿

望&这对我们当下文学史的著书有很大的意义&

#一$反思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注重创作

主体

.重写文学史/专栏的对象主要是解放区文学及

.十七年文学/的重要作家作品&不能忽略的是$这

些针对的对象有其鲜明的时代背景&针对.十七年

文学/中作家主体性的缺失$反映在作品中的人物的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

年第
%

期

机械'单一$重写专栏基本否定了这样的写作方式&

他们强调文学写作的多样性以及作家的创作个性&

可以相对客观的批评赵树理'柳青等人著作中存在

的问题&

这种重评使以往文学史上对这些重要作家作品

的既定结论进行反思的态度是值得当下文学史写作

借鉴的&实事求是的反思态度$客观评价以往的文

学史$力求还原文学创造本来面目都是重写专栏对

当下文学史著作的启发&

#二$当下的价值观对(重写文学史)专栏中文学

作品的反思作用

上文提到重写不能忽视时代背景的影响&那

么$我们现在谈.重写文学史/也不能忽视当下的时

代环境&先看.重写文学史/的新价值观对.十七年

文学/价值观的影响&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是新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关键词&重写就是在

这样的环境下发生的&重写时期的价值观是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十七年文学/的价值观是为人民大众

的集体主义意识&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必然带来对

文学作品的不同书写以及不同理解&.十七年文学/

主要强调的是集体意识$反映的是国家的政策方针$

突出的是英雄人物&在当时的那个环境下$我们无

法评判其对错&但是$用新时期的新的价值观来看$

.十七年文学/的文学观念显然不合时宜&.重写文

学史/专栏对.十七年文学/的反思是站在新时期的

大背景下产生的$其主要目的.在于探讨文学史研究

多元化的可能性$也是在于通过激情的反思给行进

中的当代文学发展以一种强有力的刺激&/虽然不能

完全否认.十七年文学/的成果$但也能相对客观地

评价在.十七年文学/所处的环境下$其文学创作上

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地方以及有哪些地方是违背文学

正常发展规律的地方&

再说当下的时代环境对.重写文学史/的反思&

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比新时期更为开放&这里的开

放指的是文学写作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如何看待'理

解.重写文学史/也有了更多的看法&重写专栏对

.十七年文学/的重新评价有其独到的见解$但是忽

略了.十七年/的特殊背景$用新时期的价值观代替

.十七年/的价值观难以客观'公正的认识.十七年文

学/&他们的根本分歧是对文学的不同观点与态度&

不能因为现在的文学观点与之前的文学观点不同就

加以否认之前文学的意义&这也是对当下文学史的

书写的意义&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文学观念$可以用

现在的文学观念来理解过去的作品$但是应该用较

为客观的态度还原以前文学史的多样面貌$因此.重

写/对于当下文学史写作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对历史

的尊重与较为完整的还原$是反思文学史如何写才

能符合文学这一独立的学科的一种态度$更是时刻

关怀文学作品的冷静态度&

#三$反思当下的文学史写作

#?

反思$重写%文学史观的立场

.重写文学史/力求站在文学本身的角度来写文

学史$使文学能够还原文学本身$使文学成为一门独

立的学科&其应用的是.现代性/的文学史观也可称

为.启蒙/的文学史观&.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

超冰所言的现代文学的这种0启蒙)性质实质上就是

中国文学的0现代性)的特征&四位研究者认为$启

蒙不但是现代文学基本面貌的决定因素还是文学主

题'风格等的决定因素$实质上已经是在有意识地凸

显现代性的特征了&/

*

#

+当下我们的文学史观依然是

现代性的文学史观$如何把握现代性成为撰写文学

史的重点&而.重写/对.十七年文学/时期的阶级论

观点的反思体现在.重写/专栏的作品中对.十七年/

文学作品进行审美的'独立的'客观地重评$更用启

蒙的观念来重新理解.十七年文学/&当下$我们怎

样理解.重写/的文学史观4 又该树立怎样的文学史

观撰写文学史4

D"

年代的文化重心在政治'思想文

化&

%"

年代的文化重心在物质'金钱&当下我们的

文化重心仍然在物质'金钱&当发展到这一时期$习

近平总书记在
!"#G

年作了文艺座谈会重要讲话阐

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方向&相较于.十七年

文学/的.为人民大众/的方向$.人民/的含义超出了

工农兵的范围$扩大了关怀对象&用启蒙的文学史

观怎样构建文学史是十分重要的&

.重写文学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空间&

那就是写文学史的态度是什么$我们现在所使用的

启蒙文学史观如何深入到文学史中并真正起到启蒙

的作用&这个问题是.重写/给我们的思考&

!?

对文学史中意识形态介入的反思

任何一种文学史著作都会有时代的烙印$这种

时代的烙印中带有作者的立场和观点&作者的立

场'观点或符合主流意识形态或反叛主流意识形态

都代表作者写作文学史时意识形态的介入&.重写

文学史/专栏中各个论文中关于对.十七年文学/的

重写$反映了写作者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和消化&他

们把国家意识形态的要求转化为自己的理解$体现

了写作的个人立场&既然我们无法避免文学史写作

的意识形态性$不如乐观接受$呈现文学的丰富多

样性&

.十七年文学/中的阶级观念$其主流意识形态

的代表阶级是无产阶级&在文学史中$对无产阶级

为代表的文学作品大力宣传$而压抑对资产阶级为

代表的作品&.重写/注重对主流意识形态无产阶级

为代表的作品的矫正&忽略了对非主流意识形态作

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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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辨别&我们当下需要反思的应该侧重于历史中

被忽略的非主流意识形态作品的评价&这样$才能

丰富文学史的面貌&更加完整的认识.十七年/'.重

写/那一历史时期文学的多样性&对待意识形态的

介入不是反对其本身$而应该把握在哪种意识形态

下文学作品'文学思潮的不同$通过对不同意识形态

下作家作品'思潮的不同多方面体会文学带给我们

的不同感知$加深对文学史的认识&

二"(重写文学史)中的历史视角

从.重写文学史/带给我们反思的空间进一步窥

探其历史的视角&我们发现在相对开放的环境中$

对历史上文学史的评判更能实事求是的评断&在注

重还原当时历史状态文学史写作的情况下$我们还

可以相对客观地评价作家作品$十分注重其历史的

叙事性&从这一角度可以发现$.重写/对历史的尊

重&也为我们当下文学史撰写提供了历史的视角$

即重视历史的经验主义&

#一$文学史中的历史视角

历史的概念有多种解释&其中几乎不可能产生

争论的解释是.历史有两种要素%"

#

#在特定时间内

发生的各种事件!"

!

#人的头脑中收集起来的这些事

件&/

*

!

+组成历史的事件多种多样$没有记录下来的

历史我们无从得知$那么被记录下来的历史我们可

以认知&而文学史也是历史的一部分$用历史的视

角看待文学史是极其必要的&.重写文学史/对.十

七年文学/的反思'重写正是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待这

个问题&.十七年文学/时期的文学史大都是当时的

著作$没有历史的距离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

身在此山中&/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重写/对.十七

年/的历史有了一定的距离感$更能深刻的把握并较

为客观地还原文学写作的面貌&它的历史视角是相

对于.重写/的时代背景下的&对于当下的文学史写

作不仅要看到.重写/的积极意义更应看到.重写/的

局限性&.重写/有对历史的感知$但只注重历史的

时间性忽略了历史的空间性&.尽管我们都知道线

性的历史研究方法是不完善的$但有意识地注意不

同史实间的联系和关系$将0史)关注的视角移到0横

向)的维度上$通过0纵)'0横)交错勾画出要书写的

史实$在文学史的书写中尚不多见&/

*

&

+

.重写/写的

是具体的作品的评价问题$注重叙事的客观&我们

今天再来看.重写/应看到重写没有注意到各种文学

形态是如何互相推动文学的发展的&没有从宏观上

对构成文学的各种现象有整体的把握&具体到其对

.十七年文学/的重评$就是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十

七年文学/发展的推动力&难道仅仅是政治意识形

态的支持么4

因此$.重写文学史/虽然只提供了历史视角的

一个方面$现在我们又对.重写/有了时间上的距离

感可以发现.重写/在历史上的局限$那么$当下的文

学史写作就可以取长补短不断完善&注重对文学史

的整体感知$分析具体文学事件时$不仅要注重叙事

性也要看到勾勒文学史面貌的主体框架$用历史的

视角丰富文学史&

#二$用历史经验主义对待文学史

我国漫长的历史为我们展示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脉络&这是无法割裂的历史意识&.共产主义曾经

是我们为之忘我奋斗的人类理想&然而$几十年来

的实践$却历史地提出了一个极其严肃的命题%0娜

拉出走以后怎样4)66人$如果从这种想象力出发$

固然可以完成历史的奇迹$却不能解决0娜拉出走以

后怎样)的问题&严峻的现实使他从革命理想主义

转到冷静的理智的分析和思考&/

*

G

+这是当代著名思

想家顾准对历史的认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用历史经验主义的态度对待文学史是对.重写文学

史/的深度挖掘&顾准说$中国人从来是经验主义

的$.史官文化中的历史主义还是中国思想的优点$

要改革掉的是$历史主义不能成为史官$即服务于政

治权威的史官&人类$或人类中的一个民族$绝不是

当代的政治权威有权僭妄地以为可以充任其全权代

表的&斯大林说过一句好话$0希特勒来了又去了$

德国民族是永存的&)这句话$对任何一个民族都是

适合的&/

*

B

+对历史的认识可以用经验主义'多元主

义对待&对文学史的评价与写作同样适用&

.重写文学史/对.十七年文学/的重新认识是在

历史的角度试图评价这一时期文学写作的功过得

失&就当下我们对.重写/的认识也是通过经验主义

总结.重写/的经验教训$为了以后更好的文学史写

作&什么是更好的文学史写作4 笔者认为是在以往

经验的基础之上尽量真实勾勒出文学史的全貌&使

文学能够真正成为人们精神支撑$丰富心灵世界$即

符合文学本身审美特性的文学史写作&经验主义'

多元主义可以丰富文学史写作$可以有多种不同的

观点但要以文学事实为依据&增加了文学史治史的

严谨性&

#三$(重写文学史)对(文学)史的启示

#?

文学与政治

上文提及文学中意识形态的介入无法避免$那

么就乐观接受$不同的意识形态对文学史的写作有

不同的影响&.重写文学史/针对.十七年文学/的重

写就是力避文学从属于政治的关系$还原文学作为

文学的本质特征$即注重文学的审美性&政治因素

参入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重写文学史/试图彰

显.十七年文学/中文学作品的审美特性批判文学中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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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宣传作用&这无疑是用当下的价值观来否定

之前的价值观&上文我们说过$之前价值观作用下

的文学写作不能粗暴的否定&就其文学本身特性来

说$.十七年文学/整体上宣传大于文学&延安,讲

话-$将文学作为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机器上的螺丝

钉$明确提出文学要服从于政治&因此用历史的观

念还原当时的社会场景$可以发现文学的政治宣传

作用作用于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单就当时文学的

宣传意义而言$它的反响是巨大的&通过文学彰显

主流意识形态$就其宣传意义而言无疑是成功的&

但是$作为文学史的写作者$如何对待这样的文学现

象$如何透过这些文学作品所带来的反响展现文学

史的发展脉络$这样的文学是否正常都有待于写作

者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合理把握&

文学作品'文学思潮有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有

违背主流意识形态的$即有响应国家政策的有质疑

国家政策的作品出现&有不同声音才会有丰富的文

学现象&文学作品可以是作家不同的立场下产生

的&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是双面的&不必过于恐慌政

治对文学的压抑&也不必过于夸大政治对文学的影

响&在现在相对开放的环境下$我们的文学可以是

多方面发展的&文学影响着我们的精神世界$如果

形成自己的价值观$那么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就

不再是问题&因此$文学史的书写可以是多方面展

示文学与政治的互动&

!?

文学与审美

.重写文学史/专栏中,主持人的话-申明了.重

写/的意义是.要改变这门学科原有的性质$使之从

属于整个革命史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

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这里着重强调的是

文学的审美特质&强调文学审美特质的原因是.十

七年文学/'文革中对文学政治的过多干预$使文学

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政治斗争的利器&

谈到文学与审美的关系$无法避绕的话题便是

文学是什么&只有明确文学的本质才能阐释清楚文

学与审美的关系&对于文学的本质历来有多种解

释&公认的文学的本质大概就是文学的审美特质 &

因此$.重写文学史/注重文学的审美特质就是注重

文学本身&让我们对文学与审美有了新的认识&

.重写/站在审美的角度审视.十七年文学/对.十七

年文学/的政治依附性进行批判$强调文学写作的审

美性&审美的.美/有不同的理解&黑格尔说$美是

理念的感性显现&美分为艺术美和自然美&文学的

美体现在语言'情节等之中&这种美也是主观的感

受&它不同于政治因素在文学中带给我们生硬'口

号'狂热的直白感觉&它是一种内心对美的感觉$这

种感觉来源于文学审美的多样性'优美性的多重理

解&因此$.重写/强调的文学审美特性对当下文学

史注重史的美感具有借鉴意义&

&?

文学中政治与审美的互动

.重写文学史/对文学的态度是非此即彼的&强

调文学中政治与审美的对立关系$忽略了政治与审

美的融合&这对当下文学史写作提了个醒&如何在

政治因素存在的情况下更好的体现文学的审美因素

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不需要抹杀政治意识形态

在文学中的显现$只要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写文学著

作$文学的审美性可能会更好的体现出来&那么$对

于文学史的书写来说$写作者需要对组成文学史的

文学现象进行分析整合$同样的$文学史的书写也要

注意政治与审美的融合&站在不同的立场写出来的

文学史著作侧重点或有不同$但这不是对既定历史

文学现象的歪曲分析$而是整合的文学现象资料不

同$取舍得当&对于文学史来说$文学中政治与审美

的关系决定了文学史的整体方向&因此写文学作品

时顺应自己的想法写作$无需刻意考虑政治与审美

的关系$这样写作会更顺利&这对文学史的书写更

能体现文学的历史脉络&

四"结语

.重写文学史/对当下文学史写作的意义在于

.重写/为我们提供了反思的空间'历史经验主义的

思考方式以及在文学史写作过程中对文学政治与审

美的理解与把握&现在$我们对.重写文学史/有了

历史距离感因此可以客观地评判与反思.重写/的意

义$对当下的文学史书写可以借鉴.重写/的内在精

神&知道用历史经验主义的视角对待文学史$还要

知道如何全面体现这样的历史视角&了解了文学中

政治与审美的关系$还要在书写文学史中怎样处理

这样的关系&这都是以后书写文学史中值得思考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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