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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类理论基础：从柏拉图到德里
达》突出阐释了西方从古至今文类内
部发展的差异性，并细致筹划了一种
以文类等级为中轴，以文类划分、文类
界限、文类发展、文类规则为旁枝，以
文类起源、文类偏长、缺类现象为枝叶
的西方文体理论的多声部发展历史。

“文类”（genre），国内学界惯称
“文体”，它作为一种关于文学的“秩
序”与“秩序理论”，既是人类在漫长的
历史发展中对自我心灵的形式化外
显，也是人类对自然人生的图式化抽
象，代表着人类从古至今身心成长的
重要符码。也正因为如此，文类问题
一直是文学理论的关键问题，也是人
们理解文学发展及其时代变革的一大
密匙。

从历时性角度来看，西方文类由
古至今的发展，不仅是作为人类创造
的感性艺术形态本身的变迁，更是人
们生活方式、观念心态乃至时代文化
本身的转变，其中也常常隐含着文化
与文明等级的此升彼伏。因而以文
体为关捩点，揭示不同文类所折射出
的对西方文艺本质认识的时代性不
同，应该说抓住了理解文艺及其时代
心理的钥匙。

换句话说，西方文类的产生及其
发展演变，绝非文学艺术家蹈空虚构
的无关紧要之物，相反，它始终与西
方文艺理论自身的发展关联一体，始
终与西方民众的现实生活与生存信
仰关联一体。不同的文类发展及其
历史性嬗变，既反映出两千余年来西
方不同文艺观念的消长起伏，也体现
出文艺在西方精神科学谱系中的不
同位序变化，更折射出文学在西方民
众生活中的不同地位及不同功用；对
不同文类的梳理阐释，不仅开显了时
代性审美观念的演变，更涵括了西方
文论与文学的古典性与现代性、民族
性与世界性的时代思潮的激荡。因而
对不同文类的提倡，如以“模仿”或“创
造”为文类本质，表面上界分的是文艺
类型，内里隐藏的却是人们对真理问
题的不同理解，文类问题由此也成为
艺术家实现不同存在自由与不同艺术
真理的通道。

《文类理论基础：从柏拉图到德里
达》的重要创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
面。第一，全书论证逻辑清晰，结构合

理。全书隐含着两条论说逻辑：一条
是文类理论史线索，分别阐释作为文
学观念的文类史与作为文学类型（风
格）的文类史，这是遵从思想史的内在
逻辑所作的梳理。另一条是文类发展
史与文类理论演进史的互文叙述，这
是遵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哲性叙
述。两条线索的结合，易于阐明西方
文类从古典期、现代期到后现代期的
发展演变，揭示西方文类内部所经历
的规范性、虚无性、构成性、功能性、集
合性的功能转变。第二，该书突破了
静态式、孤立式的传统文类研究范式，
揭示了同一文类在历史上的谱系传承
关系，通过重新界分与勾连文类起源
论、文类性质论、文类发展论、文类划
分论、文类界限论、文类等级论、文类
规则论、文类杂糅论、缺类现象论、文
类偏长论等文类学基本问题，阐明了
不同文类之间的彼此影响关系，从而
为人们展示了一个动态的、立体的西
方文类体系。

第三，该书将文类问题置入与西
方文学理论创作论、批评论、功能论等
互动关系之中，将文类发展“小史”置
于文学理论发展“大史”当中，重新铆
定“文类”在文学理论中的地位及其重
要性，揭示出“文类”问题的源发性与
扭结作用，为学界突破经典教科书限
于作品类型论（“三分法”“四分法”）之
于文类的单向度认识，构建起以西方
文类谱系为扭线的新的西方文艺理论
体系，凸显出西方文学理论的新面貌。

另外，该书题目戏仿英国文学理
论家塞尔登《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
到现在》，使文学理论“大史”与文学文
类“小史”形成互文叙述，有效扩展了

“小史”的语义容量。从经典建构的角
度看，这种互文叙述，也极易使文学文
类“小史”通过与文学理论“大史”勾连
而形成一条新的经典化建构路途。考
虑到塞尔登以“再现”“主体性”“形式、
体系、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
与性别”为纲结构文类理论篇章，并重
点论述文学创作方法、创作主体、作品
特性、作品背景、作品功用等文学理论
基本问题，却未及文学“文类”专论，因
而本书以西方“文类”为轴线所作的历
史性讨论，从一个重要侧面构成了对
塞尔登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正史”的重
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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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类理论基础：从柏拉图到德里达》，
陈军著，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23年5月

20世纪 80年代以来，中国文体学研究逐步兴
盛，文体学已渐成显学。当我们在课堂上讲授中国
文体学研究时，学生们往往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怎样
入手进行文体学研究？有时，我会不加思索地脱口
而出：当然要从文体形态研究入手。但细细想来，一
开始最有感觉的东西，一开始最先接触到的东西，不
见得就是自己的入门之处。每个人的生活道路、学
术积累、思想个性等有诸多不同，学术研究的入门契
机不同，路径也有所差异。那么，有志于文体学研究，
可选择什么样的入门路径？怀着这样的问题，我好奇
地想看看中山大学文体学研究团队是怎样进行文体
学研究的。

文变染乎世情，以风格论文体

当前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当属作为国家级
重点学科的中山大学古代文学学科的影响最大。正
巧，手头有该学术团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
丛书”，于是，想从他们的研究成果反向追溯其研究
的入门路径，首先琢磨的就是领军人物吴承学教授
的几本著作。关于他的文体学研究，我曾以《中国古
代文体学研究的现代视阈》为题，做过自以为全面的
总结概括，如今，想谈谈吴承学教授怎么开始自己的
中国文体学研究，或者说，他是从什么路径进入中国
文体学研究的。

吴承学有总称为“文体学研究”的著述，也有论
述“文体形态”“文体观念”等专著，现在来看，他的文
体学研究是全面铺开的。但他的文体学研究的第一
本专著是博士论文《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甫一出
版，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该书引人入胜，第一章讲
中国古典风格学的形成及特色，先论中国古代风格
学是在魏晋时代人物品评的直接影响之下形成的，
人有“气”，文章也有“气”；人有“体”（首、身、手、足），
文章也有“体”，“气”“体”本质的整体性、表现性，在
人与文章，也是共通的。其第二章讲“体”与“性”，这
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一对非常重要的美学范
畴。体，指体貌，即作品的体制风格；性，指作家的个
性、才性。本章讲才性与风格的关系，讲何谓“文如
其人”。第三章接着讲“文如其人”，讲人品与文品，
讲人品诸要素对文章艺术品格的影响及深层关系。
前三章讲人的因素与风格，第四章讲文变与世情，时
代、世情与文风的关系，如时代治乱与文风、时代俗
尚与文风，如此文风就是时代风格，最后落实到时代
风格及其成因，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文心雕龙·时序》）。第五章讲文风嬗变的内部规
律，论述文学发展应十分注意文学风格内部的因革
变化规律，文学新变的出现必然伴随着流弊，而流弊
之积又必然催生新的变化来改进。纪昀在《冶亭诗
介序》中提出：“夫文章格律与世俱变者也，有一变必
有一弊，弊极而变又生焉。互相激，互相救也。”所谓
弊而变、物极必反、因革损益，这是批评家们用辩证
哲学的观念根据文学史的实际情况加以总结和推导
的，文风演变具有必然性。第六章讲文体风格学的
历史发展，此时，吴承学提出了“文体风格”。他说：

“文体风格，即相同或相近的体制、样式的作品所具
有的某种相对稳定的独特风貌，是文学体裁自身的
一种规定性，古人文体风格问题是文体学的中心。”
这是《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一书论证的高潮。谈文
体风格观念的起源，就要论及文体学的萌芽，可以追
溯到先秦时代，文体学产生的前提是众多文体的分
工。文体的兴盛与完备导致了文体风格学的兴盛与
完备，想谈清楚文体风格学的深化与论争，就要更深
入细致地区分各种文体的体制，包括诗文之辨、诗词
之辨、曲与诗词之辨等文体体制。第七章讲辨体与
破体。第八章讲文体品位与破体为文之通例，以及

以诗为词与以词为诗、以古入律与以律入古、以文为
诗与以诗为文。第九章讲文体风格与文体的语言形
式，其中包括体格声调与兴象风神、格律声色与神理
气味。作者以风格入手来讲文体，越讲越细，越讲越
深入，越讲面越广。

体有万殊，以风格立文体

在《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中，吴承学把风格学
与文体学紧密联系起来论证。习风格学者，从文体
学中看到了风格学；习文体学者，从风格学中看到了
文体学。吴承学曾在《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绪论》中
说：“中国文体学兴盛，标志着古代文学学术界的两个
回归：一个是对中国本土文学理论传统的回归，二是
对古代文学本体的回归。”由此可知，中国本土文学理
论传统、古代文学本体具有整体性、表现性的特点，风
格学、文体学以及其他“学”共同构成的“整体”，而具
体研究则注重于具体“表现”出来的具体之“学”。

以风格立文体，这是古代文体学的较早做法，曹
丕说：“徐幹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应玚和而
不壮，刘桢壮而不密”等等，都是就风格立人。《典论·
论文》把多种不同体裁的作品归纳为四种风格：“奏
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曹丕把四
种风格归纳为不同体裁的作品，是以风格立“文体”。
陆机《文赋》列举了十种重要文章体裁的风格特征，如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
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
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把
十种风格归纳为不同体裁的作品，也是以风格立“文
体”。文章的体貌千变万化，所谓“体有万殊”，而每一
文体的体貌则有相对的规定性，是以风格来规定的。
古代文体学的“辨体”之说，其中一个方面便是对于不
同时代文体体制的辨别和评价，每个时代的文学由于
处在大致相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之中，有某些相同的
审美趣味，所以其作品呈现某种相似的风貌。

形似与神似：辨别文体要看本质

古代有这样的观念，判定文体，文体形态固然重
要，但文体风格亦不可缺，所谓文体学上“形似”与

“神似”的问题，徒具文体形态的作品，或不被社会所
认可为此一文体。如北魏末年，崔巨伦被葛荣叛军
俘获，因为他文采很好，叛军要起用他为黄门侍郎，
崔巨伦十分畏惧成为伪官。五月五日那天，葛荣会
集官僚，令巨伦赋诗，巨伦乃曰：“五月五日时，天气
已大热。狗便呀欲死，牛复吐出舌。”他以此表明自
己不会写诗，没有文采，于是获免。崔巨伦的作品不

能算诗，只是徒具诗的文体形态而已，是所谓“形
似”。又，北魏高敖曹曾经作《杂诗》三首，其一云：

“冢子地握槊，星宿天围棋。开坛瓮张口，卷席床剥
皮。”意思是地上的坟头好像博戏的布子，天上的星
宿好像天人在围棋，打开酒坛是瓮子大张口，卷起席
子如睡床剥层皮。隋时《启颜录》把它当作笑话记
载，宋时《太平广记》记载了它，把它入《嗤鄙》门，视
之为供人讥笑鄙视之物，都没有归为诗。又如试帖
诗、应制诗，说它是诗，也可以，说它是“制科”体，不
是“诗言志、诗缘情”的诗，也是有道理的，沈德潜重
订《唐诗别裁集》，其序里说：“五言试帖，前选略见。
今为制科所需，检择佳篇，垂示准则，为入春秋闱者
导夫先路也。”这几句话清楚地说明了前人选集不录

“五言试帖”即不认为它是正宗的诗，现在录入，也只
是“为入春秋闱者导夫先路也”。因此，在南朝后期
区分文体上的“文、笔”问题，萧绎《金楼子·立言》说：

“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
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笔退
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至
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
荡。”逯钦立《说文笔》认为，这是“放弃以体裁分文笔
的旧说，开始以制作的技巧，重为文笔定标准”，意谓
不以文体形态区分文体了，而重在以具有风格意味的

“制作的技巧”来区分文体。这些是说，判断文体，须
注重其本质，形态只是外在的标准，其内在的风格、体
制，或许更为重要。反过来说，文体的影响力，也是以
文体风格为著的，程千帆《赋之隆盛与旁衍》有：“两京
之文，若符命、论说、哀吊以及箴、铭、颂、赞之作，凡
挟铺张扬厉之气者，莫不与赋相通。”赋是以“铺张扬
厉之气”引发着其他文体向自己学习的。

称吴承学以风格学入门研究文体学，或许并不
合他的本意，作者之“如此”这样说，而读者之“如彼”
那样接受，也是可以的。我只是想通过他的研究，讲
一讲从风格学入门进行文体学研究的合理性。也是
想证明，条条道路通天，对有志于文体学研究的青年
学者而言，从任何学问、任何路径入手作文体学研
究，都有其合理性。从“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丛书”
看，中山大学的文体学研究学者各有自己的研究路
径。但是，我更想说的是，文体学研究的入门，一来
要学习成功者的经验，二来更应该自创新路。文体
学研究的入门，应该是五花八门的，应该是各种各样
的，青年学者应该努力去开拓，其努力的结果，也成
就了自我的文体学研究成果。或许你的文体学入门
之路，是前人所未关注到的，当然这是学界更为鼓励
的，这就是为学术界开拓出一条新的文体学研究路
径，这就是学术创新，届时，这样研究路径也更将沾
溉学人、沾溉社会。

“中国文体学兴盛，
标志着古代文学学术界的两个回归”

□胡大雷

吴承学的《中国古典文学

风格学》把风格学与文体学紧

密联系起来论证。习风格学

者，从文体学中看到了风格

学；习文体学者，从风格学中

看到了文体学。该书是探寻

中国文体学研究路径的有效

尝试

近年间，作为一种关于文学秩序与秩序理论的研究，“文体学”已然成为国内学界的显学

和文学理论的重要支脉。中国古代的“文体”概念，类似于西方的“文类（genre）”概念，西方的

“文体(style)”概念，则类似于中国古代的“风格”概念。本期特邀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谷鹏飞、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胡大雷，推荐西方文类学与中国古代文体学的代表性学术成果，探

讨这一文学理论的研究路径。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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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小说排行榜
主人翁 ……………… 苗 炜
心喜欢生 …………… 余同友
伴生 ………………… 东 紫
命运慢跑团 ………… 蔡崇达
燕牙湖 ……………… 王玉珏
条形码迷宫 ………… 程皎旸
*特别推荐 二○二三年诺贝尔
文学奖得主约恩·福瑟专辑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致辞…

【瑞典】安·奥尔森作 叶紫译
无声的语言——约恩·福瑟获奖
演说…【挪威】约恩·福瑟作 叶紫译
自由（戏剧） …………………
【挪威】约恩·福瑟作 许小凡译
石浪（小说） …………………
【挪威】约恩·福瑟作 胡俊译

石头里的梦（小说） …………
【挪威】约恩·福瑟作 李亚莎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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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向光前行·我和祖国共奋进”专题

唯此光明（诗歌） …………………… 王俊生
冰与火（诗歌） ……………………… 马晓忠
路上的光（诗歌） …………………… 孙婷婷
内心有光，方能温暖世界（散文）…… 顾晓蕊
为了山顶那盏灯（报告文学） ……… 于绍迎
第三道长虹（散文） ………………… 张鹏飞
招弟的心事（小说） ………………… 崔红玲
中篇小说 野马屿的星海 ………… 姚 璎
皓月之光 …………………………… 山 茅
榆溪之水入黄河 …………………… 张成蹊
绿光 ………………………………… 王海洋
短篇小说 白鹳之约 ……………… 傅玉丽
在场 ………………………………… 李岩岩
春风水上来 ………………………… 冷 冰

警爸和他的飞虎队 ………………… 王存华
牵·车………………………………… 徐明卉
失眠·失忆…………………………… 袁国义
报告文学 筑梦玛尔挡 …………… 杜永先
散文 遥远的巩乃斯河畔 ………… 张 振
胡同里的电力心 …………………… 申 波
又是雨夜 …………………………… 张玉泉
爱的小路 …………………………… 祝晓英
诗歌 雅鲁藏布江的落差（组诗） … 周启垠
电力人（组诗） ……………………… 马 克
夜空中的星辰（组诗） ……………… 周星宇
不一样的春节 ……………………… 夏宇红
会舞蹈的线路工 …………………… 梁贵宝
在工地（组诗） ……………………… 黄和根
乡村里有我梦想的一切（组诗） …… 李 刚

广 告

“三毛散文奖”是以浙江定海籍当代
女作家三毛命名的散文类文学奖项，面
向全球华语作家。第五届“三毛散文奖”
自今日起向各地作家征集作品。

一、指导、主办、承办单位
指导单位：浙江省作家协会。
主办单位：中共舟山市定海区委员

会、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政府、舟山市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

二、评奖范围
1、“三毛散文奖”的评选范围为散文

作品集、单篇散文作品。第五届参评作
品须是2022年1月1日—2023年12月
31日期间，公开出版的汉语散文作品集
和公开发表的单篇散文作品（单篇散文
作品原则上须4000字以上）。

2、已获过鲁迅文学奖等全国重要文
学奖项的作品不得参评。

三、作品要求
观照精神家园，抒写时代变迁，鼓励

浪漫诗意的美文写作，传承优雅汉语，展
现中文魅力。

注重作品的文学品位，鼓励想象力
丰富、叙事灵动飞扬、呈现锐气与才情的
丰美润泽之作，重视在大时代背景冲击
下发出的个人内心之声。

四、奖项设置
第五届“三毛散文奖”设立散文集大

奖5部，每部奖金人民币5万元；散文集
实力奖、新锐奖各4部，每部奖金人民币
2万元。单篇作品大奖5篇，每篇奖金人
民币1万元；单篇作品实力奖、新锐奖各
4篇，每篇奖金人民币8000元。奖金均
为税前。

五、报送方式
1、报送作品须附作者简介，包括真

实姓名、性别、年龄、工作单位、通讯地
址、联系电话、身份证号等。45周岁及以
下年龄参评作者请附身份证复印件1份。

2、散文集奖参评者需寄 9部作品

集；单篇散文奖参评者需寄发表作品报
刊复印件9份（含杂志封面、目录）。

3、每人限报1部（篇）作品（邮包上
请注明第五届“三毛散文奖”征集字样），
如用化名报送多件作品，将被取消参评
资格。

4、参评作品除个人自行报送外，也
可由出版社、文学杂志社、各地作家协会
推荐。

六、征集时间
2024年4月20日至2024年9月30

日（以当地邮戳为准）。
七、作品寄送地址及联系人
邮编：316000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

区昌国路61号区文联
联系人：刘金纯 0580-2036268
浙江省作家协会、中共舟山市定海

区委员会、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政府、舟山
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2024年5月22日

第五届“三毛散文奖”征集作品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