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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先驱心态录：〈野草〉解读与研究》（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
出版，以下简称《启蒙先驱心态录》）是田建民教授近些年鲁迅研究的集
成之作。田建民教授早在2004年就开始从事鲁迅《野草》研究，但比较
集中研究应该是从近些年开始。作者连续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长城》等刊物上发表的《野草》系列重读文章让人耳目一新。《启蒙先驱
心态录》一书中所收的二十几篇文章分开单篇独立成章，合起来是一个
不可分的整体。作者将《野草》置于五四启蒙的语境下，探隐发微，认为

“启蒙是《野草》的总主题，是对鲁迅创作《野草》意蕴和心态的深层立体
的把握。《野草》的23篇散文诗就是从与旧文化和旧习惯势力的不妥协
的韧性战斗和执著地揭露与批判、面对启蒙的困境的困惑与质疑及对
新的希望的不懈寻求等方面，表现了一个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
史使命感的知识分子投身启蒙的执著与坚守以及面对启蒙困境时的内
心的困惑与焦虑。”这种观点初看似乎并非创见，但通读全书，我们发现
作者行文中贯穿着“回归鲁迅”本体的研究努力与意图。作者的结论是
基于学术对话基础上的阐释，结论具有启示意义，而且研究方法具有学
术建构价值。因此，这是一部体现着作者一贯扎实学风，但学术功力更
见遒劲老辣的专著。

在该书总论部分近4万字的研究现状的学术梳理令人印象深刻。
作者详细梳理了《野草》出版后近百年的研究史，从启蒙与革命、社会分
析与历史分析、情感道德、比较影响、西方理论批评话语和美学等六个
方面进行了学术史的梳理与回顾。作者梳理已有研究成果的分类或许
尚有待商榷之处，但就学术史的建构而言，这部分梳理堪称化龙点睛之
笔，与作者对《野草》作品的阐释交相辉映，构成了该书学术价值的一大
亮点。近百年的《野草》研究成果累积，为解读《野草》的真义提供了各
种角度和可能，但随之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且不利于鲁迅研究健康
发展的研究成果。很多研究者为创新而创新，人为拔高鲁迅《野草》的
思想和艺术价值，过度西化鲁迅在作品中所包含的“人生哲学”，完全背
离了鲁迅创作初衷和心态，“回归鲁迅”成了一句空话。《启蒙先驱心态
录》则在学术对话基础上，采用历史-美学的方法对文本进行分析，认
为《野草》是以形象象征的方式艺术地呈现了鲁迅这一启蒙思想先驱在
五四落潮期这一特殊历史阶段复杂的心态与情感，认为孤傲、悲壮、决
绝和“怒其不争”的愤激是鲁迅在这时期的作品中表现出的普遍心态和
情绪。

作者并非一味用“启蒙”的总主题框架束缚《野草》的阐释，而且将
“启蒙”作为一种还原和敞亮鲁迅创作心态的文化场域，致力于在这种场
域下发现《野草》意义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如在《秋夜》中，我们体验到的
是诗人的孤傲与无奈；在《过客》《复仇》和《复仇》（其二）中，我们感受到
的是诗人精神文化的荒原感和对不觉悟群众“怒其不争”的愤激之情；在
《这样的战士》和《希望》中，表现的是在“无物之物”布成的“无物之阵”
和“空虚中的暗夜”这些笼罩在诗人心头无法摆脱和驱散的旧传统文化
和旧习惯势力的阴影或幻象的包围和威压下，诗人感到四面受敌，时刻
处于“反抗绝望”的短兵相接的紧张战斗状态。而在分析《一觉》时，作者
认为《一觉》是鲁迅在战乱中编校青年们的文稿时因青年的觉醒和反抗
而倍感欣慰，故此把改革社会的希望寄予在这些可爱的青年们身上，并
对他们的觉醒和反抗给予热情的赞颂。同时在文章的风格方面也有所区
别，《一觉》不同于《影的告别》《死火》等诗篇主要用象征的手法，以梦幻
式的奇崛意象和极具张力的语言形成隐晦蕴藉的风格，该文以写实与抒
情为主要手法，风格相对平实。这种分析既无高深的理论，亦无附会式强
解，真正实现了本体意义上的“回归鲁迅”。

《启蒙先驱心态录》一书在这种研究范式下，得出的结论就显得令人
信服，富有新意而经得起推敲。当然，作者在分析作品时，一些结论也是
可以讨论的，比如作者在分析《过客》一文时，认为该文是鲁迅把当时的
社会现实文化生态体验作为精神文化的荒原的外化，贯穿了悲壮、悲哀、
孤傲和无奈的心态。这个结论大体是不错的，但把“过客”与“老翁”“小女
孩”的关系解读为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关系，却容易引起争议。

其实，任何一部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也需要存在若干能引起读者争
论的兴趣点。这也是孕育新的学术生长点之所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启蒙先驱心态录》构成了一种学术“召唤结构”，必将引起更多学者参
与到《野草》研究的对话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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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五四
运动100周年。恰逢几个重要的时间点，2019年的中西
美学、文论研究在总结经验、反思教训、展望未来的基
础上，还多了一些更为深入的成果，学者们有的对中
西经典做出新的解释，有的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做出新的
开拓，有的对前人提出质疑，有的则深入到历史语境的
细处，找寻事情的真相，有的则直接运用理论解决现实
问题。

一、将现当代文论、美学历史化

当下永远是历史的延续，历史的意义也始终在当
下。中国的现当代是中国逐渐走向现代化的时期，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因此，中国现当代
文艺学发展史对于今天的文学理论批评来说尤其重要。
建构当下的文学理论批评既要面对当下文学实践，又要
从现当代文艺学史中吸取经验教训。

在高建平看来，革命时期的文艺理论资源、苏联文艺
理论资源、西方文论资源与中国古代文论资源都很重要，
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同样需要，“规训”与“解释”各有作
用，关键要看能否面对文学实践。（高建平：《资源分层、内
外循环、理论何为——中国文论70年三题》）蒋述卓也是
以这样的眼光来考察新中国70年以来“话语选择”之得
失的。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文艺理论之所以
能取得一些理论建树，乃是因为“在引进与消化西方文艺
理论的话语时，中国学者也在与西方话语的对话中进行
了本土化的尝试。”（蒋述卓：《70年中国文艺理论建设的
四个问题》）而所谓本土化的尝试即是根据当下实践作出
改变和创造。

杜卫则强调文艺美学的中国现代资源和现代传统。
他认为文艺美学“应该继承中国现代美学融合中西、建构
本国美学理论的精神，接着中国美学的现代传统做下
去。”（杜卫：《文艺美学与中国美学的现代传统》）而中国
文艺学的现代传统，在杜卫看来是既融合中西理论又重
视当下实践的传统。王一川从改革开放以来文艺美学经
历的“美学论”“文化论”“语言艺术论”三次转向来看文艺
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他认为，文艺美学要回到文学作
为语言艺术的初心上，既要重视文学的审美特性，又要重
视文学对于其他艺术，甚至整个文化的重要的引领作
用。而且，在他看来，这种导向符合我国自古就有的诗性
文化传统。（王一川：《回到语言艺术原点——文艺美学的
三次转向与当前文学的间性特征》）重视文学的审美性，
又重视其不同于西方文化的重要的文化引领作用，这样
的结论也只能从中国的文学实践当中得来。

历史的意义在当代，但我们却不能凭借着当代的需
要，去任意解释甚至虚构历史。因为这样的历史既不真
实，也由于没有现实和存在逻辑而失去了对于当代的指
导和借鉴意义。在对于历史的去伪存真方面，在将历史
客观化方面，以上几篇文章也做得很好。

二、将中国文论、美学范畴上升为一般
理论的尝试

建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话语体系，一个重要的路
径和做法是从中国的文学艺术实践当中总结、归纳出一
些概念、范畴，并将这些范畴上升为一般的理论。由此构
建出来的理论不仅应该能解释和指导我们自己的文学艺
术实践（尤其是当下的文学艺术实践），而且还应该可以
在世界范围内解释一些文学艺术现象，并成为世界性的
文艺理论和美学理论的重要参考和组成部分。这样的工
作需要由许许多多具有理论思维的学者来完成，2019年
的文学理论批评研究，便有一些这样的成果。

薛富兴运用康德的审美判断力思想，将古代美学中
的“品”上升为一个审美判断的普遍性范畴。在他看来，

“‘品’既体现了显明的中华文化个性——审美判断对饮
食消费行为（品尝食物滋味）之根源性依赖，因而具备浓
郁的感性特征；它同时也代表了古典审美的精致化——
对特定对象审美价值质与量的细腻体察与鉴别，因而呈

现出突出的理性特征。”因此“可以走出中国美学，进入美
学基本理论，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性学理意义的基础性审
美范畴。”（薛富兴：《品：一个关于审美判断的普遍性范
畴》）庄威则借助于康德的“共同感”探讨了中国思想中的

“情”的问题，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情’恰好具
有事实和情感的二重性，也具有沟通感性和思维、个人和
公共性的同等效力，尤其戴震提出的‘情理相絜’的思想，
可视为在中国思想里沟通实践、审美、伦理和政治诸领域
的先验公理。”（庄威：《论康德美学中的“共通感”思想及
其理论效应——兼及中国思想中“情”的问题》）

张江等人为建立起“阐释学”的中国学派，在今年所
做的努力属此种路径。在《“解”“释”辨》中，张江辨析了

“解”“释”“诠”“阐”在汉语语义上的联系和区别，得出结
论说：“选择并确定以‘阐释学’——而非‘诠释学’，更非

‘解释学’——为当代中国阐释学总称谓，是必要且充分
的。”李春青认为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需要深入细致地
梳理、分析中国古代丰富的阐释学思想与实践，为此，他
考察了先秦儒学阐释学理论及其实践。他认为，“孔子之

‘述’、孟子之‘说’、荀子之‘辨说’均含阐释之义。”不仅如
此，在李春青看来，“儒家的阐释活动以为天下制定价值
规则为鹄的，所以从一开始就具有‘阐释的公共性’特
征。”（李春青：《论先秦儒学阐释学的理论与实践》）

当然，建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话语体系还有另一
个重要的路径或方法，就是把西方或外来的概念、范畴、
理论做出一些改变，以便同中国的文艺实践相适应，即将
它们中国化，从而产生出新型的概念、范畴和理论。而且
这两个路径在具体的实践当中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的。在构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话语体系中，如果坚
持这两种路径的结合，像李泽厚等人所做出的具有极大
影响力的成果仍会出现。

三、对经典和前人研究的质疑与新思考

理论进步重要的表现和动力之一便是对前人尤其是
有巨大影响力理论的质疑。如果一个人质疑了前人的理
论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而且自己的见解不仅理论上说
得通，而且还被广泛地应用到了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批评
实践当中，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理论在他手上取得了进
步。在今年的文艺学研究中，也有一些成果对经典和前
人提出了质疑，并给出了自己新的理解。

邓晓芒检讨了康德美学的认识论结构，并对之进行
了改造。邓晓芒认为，“审美本质上并不是什么‘判断力’
（哪怕是‘反思性的’判断力），而只是情感的传达能
力。……情感的可传达性本身其实就已经显示了情感本
身所具有的普遍性，而不需要用先天的认识能力来保证
其普遍性。”（邓晓芒：《论康德美学的认识论结构及其改
造》）而情感之所以具有普遍的可传达性，在邓晓芒看来
恰恰不在于其先天性结构，而在于其在劳动过程中产生
的社会性。

卢文超从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出发
来分析艺术的物性与事性。本雅明认为“机械复制可以
完美地复制艺术的物性，但无法复制艺术的事性，这导致
了灵韵的丧失”。但在卢文超看来，“由于灵韵并非原作
的物性，而是原作的事性，因此，这种事性尽管可能会消
失，尽管无法通过技术复制而获得，却可以通过讲述而重
新获得……因此，当事中之物变成无事之物后，依然可以
通过进入新的事件，重新变成事中之物，重新获得新的灵
韵。”（卢文超：《艺术事件观下的物性与事性——重读本
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杨磊对于布拉格学派美学的非形式要素做了思考，
与以往人们将布拉格学派看作纯形式主义美学不同，他
认为，“对于布拉格学派来说，自律的艺术恰恰是实现其
现实诉求的必由之路。”在杨磊看来，“布拉格学派面对的
是中世纪的‘封闭宇宙’崩溃之后，赫然洞开的‘无限世
界’。捷克民族急需在这样的世界中寻找自己的定位和
秩序。……一种向内转的、自我导向的艺术理论，以及表
征着自我导向的自主理性的民族语言和艺术因而登上了

历史舞台。对于布拉格学派而言，这意味着他们试图塑
造一个不受外界干涉、独立自主的捷克斯洛伐克。”（杨
磊：《探寻美好生活：布拉格学派的结构功能主义美学》）

在理论及学术上，对于前人的质疑是非常必要的，但
要有根据。根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逻辑与事实。一
种理论、一种看法，如果不符合理论的逻辑，在道理上说
不通，那就应该被质疑；但说得通的也往往不可靠，还要
经得住事实和实践的检验。而理论上的思考往往忽视后
者，以上几篇文章从逻辑上看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否符合
艺术与历史的实际，则还有待检验。

四、深入历史语境的细部探寻理论真相

再普遍、再一般的理论都是从具体而特殊的历史实
践当中产生出来的，因此理论的普遍性恰恰是相对的。
而随着历史的发展，理论的具体性和特殊性往往会被遗
落在历史的尘埃里，这也造成了对此种理论的误读。因
此打扫尘埃，重新发现理论之所由出的具体语境，并据之
再重新理解此种理论便显得尤为必要。而且，这样从具
体历史语境来理解的理论，才是活生生的理论，才有可能
更好地运用在其他地方，才有可能更好地被重新理论化、
普遍化，以便发挥更大的作用。今年的文论、美学研究有
些成果就能看到理论背后的具体现实。

周维东对延安时期的“民族形式论争”的重新梳理和
思考就进入到了历史语境的细部。他认为20世纪中国
革命进程中的文艺实践，在早期“形式”选择上面临内在
困境：一方面，为了延续新文学的成就，承载革命的新内
容，文艺形式要有创新；另一方面，为了能让更多的群众
接受，文艺形式又必须与群众熟悉的旧形式保持一定的
联系。因此，“抗战时期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至
少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革命文艺建设的内部问题，一个
是新文学发展中的一般问题。就其在抗战时期发生的过
程看，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没有革命文艺建设的迫切性，

‘民族形式’论争不会首先在延安提出，并成为文化界普
遍关注的一个‘事件’。”（周维东：《革命文艺的“形式逻
辑”——论延安时期的“民族形式”论争问题》）所以，延安
的“民族形式论争”首先不是一个关于形式的理论论证，
而是一个革命文艺的实践问题。刘卓则探讨了延安时期
文艺体制的“非制度性”基础。在她看来，“延安时期的文
艺体制重心在于思想、立场的一致。……它来源于共产
党的党建经验，即将作家与党的关系实际上转变为作家
与群众的关系，‘群众’在作家‘自我’转变‘他者’的过程
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个关系构成了延安文艺体制的‘非
制度’基础。”（刘卓：《“群众的位置”——谈延安时期文艺
体制的“非制度性”基础》）

李雪莲从朱光潜和鲁迅争论的语境出发去研究朱光
潜的“静穆”说。在她看来，朱光潜之重视“静穆”乃
是借用西学来回归中国古典，即“寻求类似中国文化所
曾经给予中国文人的精神‘归依’‘安顿’。”之所以绕
道而行，是因为“作为‘西方学问’，希腊文化在‘新文化’
中有着当然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使人对系于其上的观点

‘敢于自持’”。因此，李雪莲认为，朱光潜的“隐在目的是
为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寻求某种精神的安逸和安
静”。（李雪莲：《重审“静穆”说——从鲁迅与朱光潜的“希
腊”论争说起》）

很多概念、范畴与理论，只有进入到历史与语境的细
部，我们才会对之恍然大悟，才会更加理解其必要性，才
会更加理解提出者和倡导者的苦心与理路。也只有更好
地理解，超越和创造才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样
的文章看起来很具体，但却弥足珍贵。

概而观之，2019年的文学理论批评研究取得了不少
有价值的成果。研究者有的进入历史的细部，有的从整
体上把握历史的趋势；有的致力于发现概念背后的力量，
有的仔细梳理概念自身的发展逻辑；有的致力于对前人
的批判，有的则开始展开较为宏大的理论建构。这些研
究在理论和方法上，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预示着中国文
学理论批评未来的生机和活力。

2019.6目录

寻找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文学表达……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友好南路716号

电话：0991-4515235

邮发代号：58-65

西部头题·访惠聚小辑
文化的滋养（纪实文学） ……………………………… 熊红久
我从麦盖提走过（组诗） ……………………………… 刘 涛
喀拉乔拉驻村记事 …………………………………… 高 一
小说天下
请原谅这个虚构的夜晚 ……………………………… 鬼 金
美人鱼与海边的十个夜晚 …………………………… 戴潍娜
亲爱的 ………………………………………………… 王新梅
跨文体
魔盒 …………………………………………………… 阿 舍
狩猎秘籍 ……………………………………………… 王 族
小镇人物备忘录 ……………………………………… 向 迅
草木来信 ……………………………………………… 张羊羊
诗无涯 黍不语等
一首诗主义 袁 磊等
维度·新疆作家作品研究
三生三世，一路格桑梅朵（纪实文学）………………… 丰 收
树一座纸上纪念碑，筑一道文学“西长城”

——丰收文学创作综述 ………………………… 李朝全
周 边
这个花园是你的（小说）……………【匈牙利】帕依·安德拉什

余泽民译

广 告

2020年第1期（总第7期）

主 编：吴义勤 白 烨

主管单位：中国作家协会

主办单位：中国作家出版集团

新时期小说语言变革研究
新时期小说语言探索的三个维度 …………………… 张卫中
阿来小说中的隐喻表达及其自然生态观探析 ……… 付 宁
作家传记研究
东北现代作家传记写作的现状与问题

——兼及一种研究的新角度 …………………… 张立群
施建伟《林语堂传》的童年叙事与林语堂的文学选择 … 赵焕亭
陈忠实文学年谱（1986—2000） …………………… 王金胜
当代文学期刊研究
文学期刊“主持人化”与当代文学批评 ……………… 牛学智
新世纪文学期刊的视觉建构与审美转向 …………… 刘 莹
通俗文艺与《上海文论》的转型 ……………………… 尹 林
最新文本
悬念：轻与重——读格非《月落荒寺》 ……………… 南 帆
新历史小说的探索与建构

——评杨少衡长篇小说《新世界》……………… 段崇轩
西部精神的张扬与反思

——论叶舟长篇小说《敦煌本纪》…… 杨光祖 周文艳
批评家与当代文学研究李建军的文学批评概念 …… 陈红星
批评立场的坚守与审美体系的建构——论夏康达的文学

与文化艺术研究 ……………………… 宋依洋 王 科

网络文学研究
《雪中悍刀行》的魏晋风流

——兼议网络文学与传统的关系 ……………… 刘 奎
Z世代与网络文学 …………………………………… 孙 涛
蔡东《星辰书》研究专辑
仰望星空，追寻自由

——蔡东小说集《星辰书》的叙事伦理 ………… 饶 翔
论蔡东小说集《星辰书》的“深思之轻”……………… 贺 江
去标签的蔡东及其不俗之处

——以《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为例 ……… 刘 琼
作家作品研究
论郭小东“铜钵盂三部曲”………………… 姚钰婷 贺仲明
生命诗学视域中的“海味”小说——以邓刚、卢万成、张炜的

创作为中心 …………………………… 王爱红 李继凯
一部新的警世恒言——读彭学明的长篇散文《娘》… 唐小林
戏剧性与被撕裂的社会阶层

——关于徐则臣长篇小说《王城如海》………… 王春林
红色经典谱系中的边地革命历史叙事

——评壮族作家赵先平长篇小说《穿过密林》… 王 迅
论晓苏民间叙事的传承与创新 ……………………… 王海燕
编后记

邮发代号：80-831，地址：100125，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1507室,。电话/传真：010-65925260，电子邮箱：
zgddwxyj@163.com。定价：22.00元。

广 告

《
西
部
》
杂
志

公
众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