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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方法的“华文文学”
——读沈庆利《华文文学谱系与家国想象》

□朱建国

马来西亚画家陈书强水彩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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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在福州召开了“刘登翰教授学术

志业六十年”研讨会，我写了一篇小文《个人的

研究释放了学科的能量》。文章远不能表达我

从刘登翰老师学术生涯中的受益和他多方面的

学术成就在华文文学学科产生的影响，但我却

有些偏爱这一小文的题目。以精准的学术建构

力激发了华文文学所包含的能量，是刘登翰等

华文文学研究先行者为华文文学学科奠基的重

要内容。华文文学教学和研究的魅力在于其中

西汇通的天地，刘登翰老师引领人进入这一天

地，分享遍布全球的中华民族文学。“一个人的

学术旅行”成就了一门新的学科，是刘登翰老师

得到的回报，也是华文文学学科的活力所在。

这“一个人”是刘登翰老师，也是其他以自己的

学术个性和坚持努力于华文文学领域的前行者

们。在华文文学历经40年学术跋涉后，我更加

有感于此。当我读完金进40万言的《中国文学

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建构研究》一书，联系他这

20余年耕耘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众多成果，更加

深化了这份感受。

大陆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展开得较晚，开

始于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记得1994年一批

东南亚华文作家到华侨大学访问，其中有新加

坡华文作家曾坦率问我：“你们是否认为我们还

生活在树丛里？”可见当时他们所能见到的大陆

媒体对东南亚华人历史和现状的介绍之少。今

天他们如能读到金进《马华文学》《冷战与华语

语系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疆界》等书和

这本《中国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建构研

究》，一定会感到十分欣慰：百年东南亚华文文

学在海外与其他民族相处中让中华文化落地生

根、枝繁叶茂，如今又在中国学者的研究中云开

月明，其历史的曲折和收获的丰硕所提供民族

文化的国际传播经验反哺了“母国”文化的开

放。这过程中包含诸如“华文文学的海外在地

经典化”“中华文化的灵根共植和国际传播”“离

散和命运共同体”等命题的持久寻求和曲折实

践，显然都是海外华人和中国民众乐于分享

的。金进的论著，带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的信息。

金进研究的价值，首先就在于他立足于东

南亚华人移民史，充分关注了南洋各国地缘、风

土、语种、政治、经济等多重因素的复杂性。东

南亚地缘环境多样，其半岛、岛屿、群岛等数量

巨多；复杂历史因素影响下形成的国家及其相

互关系各有不同；6亿 5千万人口由90多个民

族组成，其中3400万华人（华裔）有着不同的华

语群落，其风土历史（祖籍地、居住国）有所相

异。华人作为群体，其遭遇交织着殖民地、民族

独立国家的政治权谋和宗教等复杂因素，而华

人群体中有着汉语原住民和南来北归者、劳工

和商人等的差异，由此影响了东南亚华文/华裔

文学的历史形态，产生了“在地”“回流”“同化”

“再离散”等多种情况。

金进曾长期“在地”考察，他曾任教于新加

坡国立大学、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国台湾东华

大学，又担任《南洋学报》副主编十年，其间交游

广阔，广结新马泰印尼诸国文友，掌握了详实的

资料。他又有着多重辩证的历史视野，恰当深

入地处理东南亚各国华文文学的历史差异性，

这奠定了全书的重要基础。全书先以开放的

视角处理了泰国、印尼、菲律宾、越南、柬埔寨、

缅甸、文莱等国华文文学的曲折历史，随后展

开对“中国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建构”的深

入考察。

百年东南亚华文文学史中，金进最为关注

的是二次大战结束后的世界冷战背景下，东南

亚国家争取民族国家独立时期的华人文学。这

里不妨先从一个例子看金进如何处理这段文学

史。韩素音在以往的海外华文文学史中，被视

为“欧华作家”。但金进将其列为20世纪五六

十年代“南下文人中最具代表性的五位”（另四

位为许杰、林参天、郁达夫、胡愈之）中唯一创作

了“堪为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经典之作”的作家。

从这一见解看得出金进开放的文学史视野。金

进细密分析了韩素音当年创作于东南亚的长篇

小说《餐风饮露》（1956年英文版，1957年新加

坡中文译本）。作为20世纪 50年代在地南洋

文本，《餐风饮露》杂糅战后左翼文化、后殖民思

想等，生动而深刻地映现出马来亚历史风云。

早于《餐风饮露》的长篇小说《瑰宝》（1951年创

作于香港），虽然由于中文译本2007年才问世

而“迟到”，但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

的学者认为，作为一部“跨文化写作”的小说，

“把它放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框架内，也可

以更为充分地展示出它的价值和地位”，当之无

愧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部经典之作”。金

进对韩素音的研究，启发读者从地缘、风土、政

治、语种等多重视域去解读韩素音20世纪五六

十年代作品。由此，他也水到渠成地建构起全

书考察“中国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建构”的结

构：十章，每章三节，每节选取一位作家的一部

作品，展开论析。三十位作家、三十部作品全

方位描绘百年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历史版图，本

身就是东南亚百年华文文学“在地经典化”的

集中展开。从中国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建

构之间丰富多样的“拟态”来揭示东南亚华人

移民离散的生命历程包含的“中华文化的灵根

共植和国际传播”“离散中命运共同体的寻求

和形成”“文明相遇与互鉴”等价值，拓展了从

世界看中华文化的活力所在，加深了我们对民

族文化内部跨文化因素和民族文化在跨文化环

境中得以提升的认识。这些正是我们会从《中

国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建构研究》一书结

构中受益的。

《中国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建构研究》

考察文学历史的路径是非常有其可取之处的，

而此书的功力在于如何选择“三十个人、三十部

作品”。有以往较长时间深耕于东南亚华文文

学研究的积累，金进对历史节点（从作家到作

品）的舍取是有全局在胸的，各章中心的确立及

其相互贯穿，首先开辟出“中国文学与东南亚华

文文学建构”的百年“在地化”路径。而“作家”

和“文本”的选择让这路径开放，不仅让历史路

径开放，也向未来的可能性开放，包容“中国性

因素”“在地性语境”“本土化追求”“现代性转

换”等等。与以“作家作品”为主体的文学史不

同，《中国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建构研究》

文本的选择未必是作家的代表性作品，却是精

当的，服从于“离散境遇中对中华古典文学传统

的执守”“世界性背景下，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

义，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在东南亚华文文学历史

进程中的传承和发展”“从华文教育到华语传

媒，东南亚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跨界交流激

发的创作活力”等中心话题，这些话题都揭示了

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价值。包括东南亚华文文学

在内的海外华文文学的存在价值在于开拓中华

文明的多元空间。对于诸如中国文学的现代性

起点、现当代汉语文学经典化的价值尺度、跨媒

介背景下的汉语文学表达等重要问题，如果接

纳进多语种、多族群语境中的海外华文文学，其

探讨都会深入得多，有时甚至让人耳目一新。

《中国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建构研究》的

文学史体例能给人这样的启迪，对于华文文学

学科建设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都是有其推

进性的。

《中国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建构研究》

一书从观念、史料，到方法、论述等都是有值得

称道之处的，这是金进承担的第一个国家社科

基金课题的结项成果。这些年来，同金进一样，

在华文文学领域耕耘有成的中青年学者越来越

多，其中不少人在研究生阶段就开始了华文文

学研究，金进所指导的博士生也经常电邮向我

请教，我也非常乐于跟这些年轻学人交流。这

正是“学科建设的历史进程与个人能量的学术

释放”的完美结合。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世界华

文文学学会监事长）

黎紫书新作黎紫书新作《《余生余生》》与读者见面与读者见面
■动 态

以精准建构激发华文文学新能量
——评金进《中国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建构研究》

□黄万华

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得益于国

际环境的影响与国内学术思潮的推动，中国现当代文

学研究者的视野逐步延伸至台港澳地区，并关注到海

外华人的文学创作，“台港文学”“台港澳暨海外华文

文学”由此也逐步拓展为一个新兴学科，历经约半个

世纪的发展，已在学科布局、学者数量、研究机构、知

识脉络等方面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体系与架构。而如

何将海外华文文学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版图、

价值体系，并以“华文文学”为抓手，进一步拓展中国

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空间、更新学术理念，一直是摆在

众多学者面前的一个难题。沈庆利长期耕耘于海外

华文文学研究领域，成果丰硕，2018年曾出版过《溯

梦“唯美中国”——华文文学与“文化中国”》一书，新

近出版的《华文文学谱系与家国想象》不仅是作者多

年深耕华文文学学科的思想结晶，更是自觉以“华文

文学”为方法，试图解决上述难题的学术佳作，无疑会

给读者带来更多的启发。

深受启发的第一个方面是，作者在书中开宗明

义强调，“华文文学研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既有跨

地域、跨文化、跨族群、跨民族的流动性、新锐性、全

球性等‘优势’，又有因身份认同纠结而导致的边缘

化倾向”。所以，在很多不同的场合，作者多次强调

研究华文文学要“保持跨境、跨界、跨学科、跨文化

的思维方式”。

一直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一种学科范式，

因其强大的思想背景与学术潜力，深刻影响着这一学

科的论域、脉络与基本特征。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

当代文学主要是一种以时间叙事、民族国家叙事为主

的文学史架构，在面对跨地域、跨空间、跨文化的文学

史现象时，其实有些难以招架。比如，作者在书中提到

的“新移民作家群”，他们既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发挥了

重要影响，又深度参与了中国内地的文学进程，在经

历与身份上都具有“双重”特征，若没有“跨界”的思维

方式与“贯通”的研究旨趣，其实很难完全描述清楚这

些作家的创作历程与思想变迁。从这个层面来说，作

者提出的“跨界”，其实与黄万华老师所提的“跨越

1949”有着相似的学术追求与理论抱负，都是为了促

进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命名的反思与补充。

其二，值得关注的是，作者虽然采用了“跨界”的

思维方式，但并不代表本书体系的“零碎”。相反，在

本书的架构中，作者独辟蹊径，结合20世纪六七十年

代中国台湾社会的“复杂”形势、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变

迁，以及海内外的文化互动三重空间视角，以相互勾

连、对照的方式来阐释“文化中国”话语的变迁，进而

在全球化的视野下，以“文化中国”为纽带，在联结海

内外重要华文文学作家思想旨趣、家国情怀的同时，

将20世纪海内外世界华文文学的叙事谱系和演变规

律一一梳理清楚。在“文化中国”的话语谱系下，作者

细分出“现代性与文化认同”“乡土中国想象”“乐感中

国想象”“城市书写与中国想象”四个维度，将张爱玲、

吕赫若、林语堂、白先勇等作家并置在一起讨论。他

们虽然创作旨趣不同，文学风格各异，但在他们的内

心，中国文化、祖国命运、家庭情感、青春梦想，都成为

挥之不去的记忆。这种记忆既“折射出海内外华人知

识分子文化中国情怀的多重面影”，又是他们的文化

理想、文化担当，更是“离散”背景下他们“确立自身文

化身份、寻找精神安顿”的内在原因。在作家们那里，

“文化中国”类似于“情感和意志的共同体”，促发他们

时时体察中国、书写中国、回望中国，在张爱玲的笔下

演化为“道地的中国性”，在林语堂的笔下化身为中国

文化的优雅和美丽，以及对中国文化如何重生的思想

探索。作者以“文化中国”来统摄华文文学一脉，体大

思精，不仅提纲挈领，而且切中肯綮，深谙人文知识分

子的文化心理，读来令人心有戚戚。

既有“跨界”思维下海内外视野的宏观考察，又有

“文化中国”话语下清晰脉络的梳理，这对于华文文学

研究而言，固然是一种理想模式，但对叙述者而言，无

疑构成了挑战。困难之处在于如何将“跨界思维”转

换为“叙述聚焦”，如何将宏观架构落地为文本解读。

“比较”方法的运用，是本书给读者带来的第三个启

示。比如说，关于茅盾的短篇小说《春蚕》，文学史一

般按照左翼文学的框架进行解读，或把他和叶紫的

《丰收》、叶绍钧的《多收了三五斗》合并为“丰收成灾”

的主题进行探讨。而沈庆利在书中运用“比较”的方

法，将茅盾的《春蚕》与吕赫若的《牛车》对比讨论，将

前者表现的“丰收成灾”话题与后者表达的“日本现代

机器文明对台湾底层百姓生活的冲击”进行类比考

察。由于吕赫若《牛车》的引入，使本书对《春蚕》的解

读有了更开阔的历史背景与社会指向，更暗含了作者

内在的人文理想与现实关怀，可谓新意迭出。

分开来看，“跨界”“文化中国”“比较”构成了本书

的三个关键词，也成为沈庆利精研华文文学的心得体

会，不仅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还可为后来者提供参

照。综合来看，本书既有宏观的体系架构，又有细腻

的文本解读，还充溢着人文知识分子的理想与情怀。

在作者这里，“华文文学”不仅是研究的对象、论述的

范围，更是一种观测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和社会的

视角，一种对学科长远发展、人文理想重建的企盼。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期刊出版中心副编审）

近期，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

版社等主办的“像蝴蝶驻足于锋利刀刃——

《余生》新书分享会”在北京举行。评论家张

莉、作家文珍、媒体人傅适野，与马来西亚华

人作家、《余生》作者黎紫书围绕该作进行文

学对话。

黎紫书1971年生于马来西亚，已出版

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微型小说集以及散

文集等著作十余部。长篇小说《流俗地》引起

广泛关注，获《亚洲周刊》“2020年十大好

书”、2021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等。

《余生》收录了她的71篇微型小说，每篇均

在千字左右，以短小精炼的篇幅描绘世事人

情、人性幽微，极具阅读趣味。每一篇微型小

说如同在纷杂人潮中截取一瞬的人生片段，

以敏感洞明的视角窥探大千世界的背面，呈

现出具体而沉默的人们隐秘汹涌的内心，连

通起个人与城市的情感流动和生存状态。

谈到创作微型小说的挑战时，黎紫书表

示，微型小说虽然篇幅短小，但要想写好却

并不容易。它要求作家在有限的字数内，精

准地捕捉生活中的瞬间，并将其转化为具有

深度和力量的文字。“过去你就是大量地尽

情地挥洒你的文采，但到了写微型小说的时

候，你要懂得舍弃、懂得谦卑。在微型小说面

前，你是要成全小说，而不是要成全自己。”

黎紫书认为，微型小说不仅是对作家凝练能

力的考验，更是对作家敏锐洞察力和深刻思

考力的挑战，在写作微型小说的过程中，她

从不追求故事的完整性，小说是大于故事

的。“有时候故事没有写完，它是小说；故事

讲完了，它就只是一个故事。”

张莉认为，黎紫书通过细腻的笔触展现

了生活中的微妙情感与观念冲突，给人以深

刻的启示，“黎紫书捕捉的倏忽一瞬的东西

是这个作品里面特别有意思的部分。她写的

是内心的波澜，而这种波澜是各种生活理念

或者时代观念的冲突”。这些作品虽然篇幅

短小，但却能够勾起读者对日常生活中熟悉

场景和情感体验的联想和回忆。文珍则从黎

紫书创作过程中不断“做减法”的细节切入，

认为《余生》里的每一个故事都有一种回味

悠长的余味，而这也正是黎紫书的微型小说

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傅适野发现了黎紫书在

写作时处理生活中事物的独特方法：“很多

我们日常中再熟悉不过的场景和器物，经过

文学化的处理之后变成一种陌生之物，其实

就是把熟悉重新变成陌生的一种感受。但是

在陌生化的过程中，却能让曾经不可见的东

西变得可见。”

最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

群与大家分享了他对微型小说和《余生》的

见解和阅读感受。“《余生》是打开黎紫书小

说世界的一把绝妙的钥匙。通过《余生》这个

微型小说集，可以看到一个杰出的作家是怎

么练成的。” （韩若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