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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察新观察

”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再解读”“重返八
十年代”等学术思潮，从不同侧面进入正在成型的中国当代
文学史，对当代作家作品进行重新解读、评价，构成了对当
代文学史的补充与修正。

2022年起，何平在《小说评论》主持开设“重勘现象级文
本”栏目，至今已对改革开放40余年间几十部现象级文本
展开重勘，并且引发了学界相当的关注和讨论。值得关注
的是，当代文学的重读、重返、再解读等实践已不新鲜。“重
勘”跟重读、重返有何关联又有何区别？“重勘”为我们时代
的学术提供了哪些崭新的探索和启示？

一

一个学术行动能否成为潮
流，关键在于是否切中时代最内
在的文化痛点，使学术实践与文
化转型形成共振

“重勘”究竟是在学院知识
生产惯性中、在以往学术延长线
上的创新，还是“重勘”构成了对
当代性“严重的时刻”的质询

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重勘关联着重读和重返（杨
辉）；另有一些学者则认为重勘比重返更有难度（黄平），重
返是还原，重勘则需要发明新的语言去创造、寻找和阐释
（杨晓帆）。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不过有的侧重于“重勘”的
学术史维度，有的则侧重“重勘”作为一种方法的可能性维
度。两个方面分别对应于“为何重勘”和“如何重勘”，都值
得探讨。

从当代文学学术史来看，“重勘现象级文本”与“重写文
学史”“再解读”“重返八十年代”等重要的学术潮流关联在
一起。虽然从目前看，“重勘”的实际影响力尚不能跟“重
写”“再解读”和“重返”等学术潮流相提并论。但是，这只是
着眼于现在，着眼于未来则未必。一个学术行动能否成为
潮流，关键在于是否切中时代最内在的文化痛点，使学术实
践与文化转型形成共振。事实上，论“重写”“再读”“重返”
诸潮流，各自的学术立场和方法颇多差异，甚至大相径庭，
但是它们都深刻地跟时代的文化结构关联在一起，构成了
对时代文化危机或学术困境的诊断和探寻。因此，三者分
别成为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最具
代表性的学术实践之一。

狭义的“重写文学史”只是上世纪80年代末《上海文化》
杂志上持续时间并不长的经典文本重读活动，何以如今被
视为80年代文学界最重要的学术实践？因为它意识到时
代和文化必须有所改变。每一个时代“逆袭”的秘密就藏
在转型中。不能预判转型者，只能跟在已成的潮流后面。
放眼望去，乾坤已定，井井有条，规矩多于可能。预判并推
动转型者，最初势必面临边缘者的压力。可是与时间站在
一起，当大河拐大弯，时代和文化转型尘埃落定之后，当初
的边缘便成了新的主流。“重写文学史”否定的是以庸俗社
会学和僵硬反映论为基础的文学史书写，它重新召唤的

“审美”“启蒙”“人的文学”其实是80年代文学重要的议
题。所以，“重写文学史”既不是顺流而下，也并非凭空而
来。它因应时势而有所开拓，它所秉持的文学立场其实是
水到渠成，但它喊出的“重写文学史”口号却有石破天惊的
气概。这是它被历史所记取的重要的秘密之一。

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的“再解读”，率先对耽于“审美”
和“纯文学”的内部研究作出反思。“再解读”不是一般意义的
重读，而是文学观念和方法的创新。它是以新兴文化理论介
入文本，借以重新解释历史的探索。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
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1993年出版时并未产生什么影响；进
入21世纪之后，《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及其倡导的
研究方法引发了一股“再解读”潮流。究其原因，也是因为
它先行一步地预判了“纯文学”研究的困境。

2006年前后，程光炜和李杨共同倡导“重返八十年代”，
将“历史化”的方法再往前推进一步，也成为影响深远的学
术实践。

那么，今天的“重勘现象级文本”呢？它能否又如何才

能成为现象级的学术方案？我想，关键在于，它在为何“重
勘”、如何“重勘”等问题上设定的出发点和目标。“重勘现象
级文本”，无疑是非常出色的聚焦对象，但重勘的问题意识
何在？是为了寻找一条通往文本的新路径？是为了理解经
典的建构过程？是为了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结合起来？
这些问题意识都不无价值。然而，在我看来，最有价值的，
最决定“重勘现象级文本”自身能否成为“现象级文本”的
是，能否借“重勘”而直面当下文学和人类最内在的危机？
换言之，“重勘”究竟是在学院知识生产惯性中、在以往学术
延长线上的创新，还是“重勘”构成了对当代性“严重的时
刻”的质询？

二

“重勘”意味着在倾斜的、错动
的文学场中，理解不同时代的“文
学”如何成为“现象”；或者说通过
不同的“现象级”去反观当代的“文
学”观念如何消长和生成

对于“重勘现象级文本”，何平有着深入的思考，或者说
已有相当自觉的方法论。包括：

首先，在社会史视野下读文本。何平说：“重勘现象级
文本意味着回到文本发生的第一历史现场，重勘现象级文
本诸种力量（权力）作用的文学场域。”文学社会学方法的重
新归来以及社会史视野的重置，是近年当代文学研究中非
常突出的现象。与以往文学分析中庸俗社会学的刻板运用
不同，这一波文学社会学方法的崛起力图有效地从文本踪
迹中辨认社会和历史的总体性信息。强调考察历史现场，
考察文学场域，考察诸多话语力量如何参与现象级文本的
生成，意味着“重勘现象级文本”的设计者，充分融合了当代
文学研究的前沿理论。

其次，在“长时段”的文学史视野中观察和反思。在何
平看来：“长时段既是将某一时代的现象级文本成为文学史
的现象级文本，也包括文本在长时段的流动和旅行。正是
文本流动和旅行的客观存在，有的文本的现象级是慢慢显
现并且持续不断，比如路遥的《人生》；有的文本的现象级只
存在文本发表之后很短的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则被淹没
和遗忘。”很多文本在时间中流动和浮沉，有的从“现象”级
别殒没而销声匿迹，有的则在“沉默”中顽强地成为现象。

“长时段”代表着时间的客观性，也代表着“历史的”方法论。
此外，雅俗消融、文类越界与“文学性”的重勘。何平指

出，“文学与连环画、广播、电影、电视、话剧等的跨越边界、
相互联动推进现象级文本的影响力是现象级文本生成的重
要动力”。他留意到90年代的“现象级文本”在“向公共生活
拓殖、文学参与公共事件的能力则持续走低”；“今天以IP开
发为中心的新传媒时代审美产品制造，有时候作为脚本的
文学反而不如文学的衍生物有影响力”。这种在错动的文

学场中理解“文学”的思维是很有启发的。
关于“文学”是什么，有两种主要的思路。一种是从经

典作品中预制出“文学”的模具，以之为标准去要求和浇铸
当代和未来的作品；另一种则从当下现实的“文学”样式中，
来理解文学的全部可能性。这两种思路可能都是不完整
的。前者用最高可能性取消现实性，后者则用现实性取消
了可能性和理想性。前者在坚持理想标准的时候，忘记了
文学是时代中的文学，文学是动态行进中的文学；后者在面
对时代和现实的时候，不再相信文学具有更高的、更好的、
更理想的可能性。

用“现象级文本”来取代“经典文本”这个概念，意味着
何平对那种静态的、理想的文学标准的不满，但并不意味
着是彻底的放弃和否认。于是，“重勘”便在倾斜的、错动
的文学场中，理解不同时代的“文学”如何成为“现象”；或
者说通过不同的“现象级”去反观当代的“文学”观念如何消
长和生成。

“重勘现象级文本”是由诸多学者共同参与的学术工
程，不同重勘者对“重勘”的方法各有理解，各有侧重。整体
上延续了设计者的意图，以“现象级文本”为研究界面，挖掘
了当代文学的诸多内部景观。

三

以学术的方式做文学批评已
经成为一种潮流，遂有学理性批
评。反过来，以真正的批评精神做
学术，也应成为一种探索方向。以
真正的批评拯救僵化的学术，正当
其时。

重勘文本，还是重建批评？这是个问题。
在相当长的时间中，批评被视为低于学术的一个工种，

90年代“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背景下，以学术匡正批评成
了一种潮流。事实上，既不应认为批评低于学术，也不应将
学术和批评对立起来。学术研究和当代批评方法各有不
同，但真正有活力的学术和批评却是相通的，把它们统一起
来的是创造性。学术更重史料、考证、方法和规范，批评更
自由活泼、随心适性。因此，学术更具严谨客观的工作程
序，也更易流于按部就班的知识生产；批评更能面对当代创
造思想，也更容易堕落为无难度、无门槛的口水文，甚至于
无逻辑、无操守的恶俗文、反智文等。真正的学术和批评并
不互相排斥，而是携手同行。

近年来，以学术的方式做文学批评已经成为一种潮流，
遂有学理性批评。反过来，以真正的批评精神做学术，也应
成为一种探索方向。以真正的批评拯救僵化的学术，正当
其时。“重勘现象级文本”还在途中。假如沿着当代学术“历
史化”的路径，它会成为又一个引人瞩目的学术个案。与此
同时，重勘文本的研究路径，是否也可能重建文学批评？我
们期待着。

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在相当长的时间中，，批评被视为低于学术的一个工种批评被视为低于学术的一个工种，，9090

年代年代‘‘思想淡出思想淡出，，学术凸显学术凸显’’的背景下的背景下，，以学术匡正批评成了一以学术匡正批评成了一

种潮流种潮流。。事实上事实上，，既不应认为批评低于学术既不应认为批评低于学术，，也不应将学术和也不应将学术和

批评对立起来批评对立起来。。学术研究和当代批评方法各有不同学术研究和当代批评方法各有不同，，但真正但真正

有活力的学术和批评却是相通的有活力的学术和批评却是相通的，，把它们统一起来的是创造把它们统一起来的是创造

性性。。真正的学术和批评并不互相排斥真正的学术和批评并不互相排斥，，而是携手同行而是携手同行

重勘文本重勘文本，，还还是重建批评是重建批评？？
——“重勘现象级文本”随想

□陈培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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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曾在一个时间段里成为中国
人记录、表达和探讨重大社会问题的主
要阵地。回顾 20 世纪 80 至 90 年代新时
期文学的发展轨迹，我们能清楚地看到，
在彼时跌宕起伏的时代演进和社会变动
中，文学的影响力和覆盖面都极其深
远。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
这些是文学概念，又绝不仅仅是文学概
念，它们与同一时期的时代主题总是同
步甚至是超前的——那个时期文学写作
的成就和局限也恰恰源于此。而随着互
联网技术的普及，新的技术支撑深刻地
改变了世界，我们获得资讯、发布观点
和探讨公共话题的主要方式已从文学
阵地撤退。在今天，如果文学仍要保持
对社会历史图景“现在进行时”式的关注
和表达，就离不开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等
的努力。

作为当下文坛中报告文学写作的翘
楚，李春雷近年来出版和发表了大量作
品，他作品中所呈现的时代性、现实感与
文学质地的高度融合，一直为评论家所
称道。李炳银曾有评价：“李春雷凭借
丰润的文学修养和独到的审美选择眼
光，在充分汲取前辈大作家的基础上，
又进行了多层次的探索，对短篇报告文
学这种文体贡献颇丰。”《李春雷短篇报
告文学精选》收录了李春雷 2008 年至
2018年间创作发表的作品，如《索南的高
原》《摇着轮椅上北大》《我的中国梦》等
12 篇，都是他不同时期的短篇精品之
作。从中不难看
出，对于报告文学
创作的文学性自
觉，在李春雷的写
作中是贯穿始终
的。

李春 雷 很 重
视 、也 很 善 于 在
素材中寻找出最
具文学特质的视
角和切入点。《夜
宿 棚 花 村》一 篇
描写灾难中极端
环境之下的劳动
场 面 和 生 活 场
景 ，呈 现 出 地 震
这样一场巨大天
灾之中仍无法遮
挡 的 人 情 美 、人
性 美 ，文 学 在 这
个特定时刻与场
域中提供了最恰当的表达，所谓“当灾难来临，文学不可或
缺”。作者非常善于写细节，《风雪小卓玛》中藏族少女双手
托起的“谢谢”纸板，《摇着轮椅上北大》中妈妈被认作奶奶的
小误会……这些饶有意味的细节往往最具文学表现力，最能
精准地表现事件中的人，以及他们在现实处境中的精神和心
理状态。

当然，报告文学这一题材，天然就携带着对于时代性和现
实感更重、更急切的要求。无论是“红衣女郎”之小、之平凡，还
是“舰载机”设计建造者之大、之壮丽豪迈……这部作品集中的
主人公们，这些极平凡、普通的小人物，和担当重要使命和责任
的时代英雄，他们都在李春雷笔下，在这部短篇报告文学集中
交汇，在中国梦的实践过程中交汇。这些人物不仅是十几个中
国人个体，更是一群人，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时代精神的一部分。
李春雷的很多作品都是他专门深入生活或采风的成果。在这些
作品中，不仅能看到人物、事件和汹涌澎湃的情感，还能感受到作
家对当地风土人情的描摹。这既是李春雷报告文学“文学性”的
有效组成部分，也是他作品中主题的深化——一方水土养一方
人，那些平凡而伟大的人。

不同于其他文学门类，报告文学不仅包括书房里“写”的功
夫，更包含广阔天地中“采访”的功力。文集中每一篇作品紧随
其后的创作谈，更像是“纪实的纪实”，或者可以比作小说创作
中的“元叙事”，我们从中看到一篇卓越的报告文学是如何经历
收集素材、采访以及案头功课等过程，最终得以完成的。李春
雷的创作谈讲述充实，语言诚挚而简练，与作品相得益彰，合力
呈现出李春雷一部部优秀短篇作品“台前幕后”的文思巧妙与
真功力、苦功夫。

多媒体时代，当文学的公共性日渐淡薄的时候，报告文
学，尤其是短篇报告文学的纪实性、及时性成为当下文学写
作的一种路径。李春雷文学创作的独特性和时代价值正在
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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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
耕耘于光明之间——记党的二十大代表

左热古丽·尼亚孜 ……………… 陈智华
守护高原灯火 ——记党的二十大代表钱建华

………………………… 李 涛 谢莉蓉
泰山脊梁 ……………………………… 赵静怡
心怀光明的人 ……………… 胡宗青 刘云杰
中篇小说 天边，那一抹绚丽的彩虹…王海洋
短篇小说 灯亮之前 ………………… 李岩岩
老德和米奇 …………………………… 李世英
向阳之月 ……………………………… 王 飞
情满钓场 ……………………………… 操永芳
散 文 半生为文：一个业余工人作家的自述

……………………… 陈富强
恰同学少年 …………………………… 梁新会
绣光阴 ………………………………… 袁 媛
我的读书生涯 ………………………… 刘予胜
在南方 ………………………………… 彭文瑾

三月里的小雨 ………………………… 刘春荣
悄然绽放的金达莱 …………………… 王承军
灯光是开在夜幕下的花 ……………… 赵鑫鑫
诗 歌 光明镇（组诗）…………… 李 炜
寂寥的虚无同样有诗和远方（组诗）… 姚 瑶
坚硬的抒情（组诗）…………………… 张玉泉
在火电厂，一粒煤取出内心掩埋的雪（组诗）

…………………………………… 冷 燃
在春天里眺望铁塔 …………………… 吴伟华
马兰花开放的草滩（组诗）…………… 舒一耕
献给电力人的歌（组诗）……………… 王吉聪
光明的速写（组诗）…………………… 李 勋
新人新作
电网人诗歌两首（诗歌）……………… 郝媚美
如歌的行板（组诗）…………………… 陈宗平
灯火之中寻年味（散文）……………… 王桂飞
书写不平凡的故事（散文）…………… 汤茂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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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小说排行榜
表舅纪………………… 北 村
安全屋………………… 杨少衡
蓼蓼者莪……………… 温亚军
天狼星之夜…………… 姬中宪
香水…………………… 白 琳
新 锐 狗人………… 程皎旸
特别推荐 我们一起走过的二十年
二十年前事——回望《北京文

学·中篇小说月报》创刊
…………………… 章德宁

文学年历……………… 孙 郁
来自旧时光的馈赠…… 李 浩
青春的我，与青春的你相遇

…………………… 薛 舒
我与《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

的缘分…………… 宋小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