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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代中國的學科體系中，現代文學研究早已有“顯學"之

稱。幾十年來，無論理論方法的革新抑或研究領域的拓展，均展

示了許多值得稱頌的實績，一些標志性的著述我們亦耳熟能詳。

可以想見，在此形勢下，如何突破“影響的焦盧"而另闢學術新

路，不能不說是擺在學人面前的一大挑戰。新近出版的解志熙

的《考文敘事錄 巾國現代文學文獻校讀論叢》可算這方面

的大膽嘗試。

作為現代文學研究領域的一錢學人，作者~屈起于八十年代

中期。適逢改革開放，由公學如 l'“後春詐般浦入中國，這些異邦思

潮對學術界的衝擊，真可用“道術已為天下裂"形容之。作者的

博士論文《生的執著一一存在主義與中國現代文學》就是彼時

學術氣候的產物。此書考察存在主義哲學思潮對中國現代作家

的影響，屬於正經八百的“比較文學將史料鉤沉、主本細讀、

理論詮釋融為一體，其關於魯迅、錢鐘書、馮至、汪曾棋的論說，

迄今仍是此領域中最有價值的參考。歷經七年的沉惜，作者推

出第二部專著《美的偏至一一巾國現代唯美一一頹廢主義文學

思潮研究趴在這本面目全新的作品中，作者博稽詳考兩方唯

美一頹廢主義思潮在現代中國的跨文化運動，及其在小說、詩

歌、散火、戲劇等文體中的不同程度的滲透。此書仍與“影響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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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沾親帶故，但實已超越了早期著述的“理論演繹"加上“文本

解讀"的研究模式，在文學思潮的起伏漲落之美)~證運動中牢牢

把握住主題與問題的所在，於整理浩無涯挨的原始史料中體現

出驚人的誠意、細緻和耐心。從《摩登與現代》開始，解氏本著

“獨立準備資料和獨立思考問題"的為學態度，堅持在歷史流變

中發現文學的蹤渣，突破了畫地為牢的“純文學"研究而邁向前

景廣闊的“實存分析"。

《考之敘事歸》凝聚了作者近年來對現代文學的思考，其中

揭示的“校讀批評"的理論與實踐、“實存分析"的實驗，對當下

學術界的啟發，所在多有。作者標舉的“校讀法"針對現代文學

的史料特徵，而又努力使之從傳統文獻學中蛻變生發為切實可

行的文學批評方法。蓋自晚清以降，隨著都市消費文化的繁盛、

印刷資本主義的興起、新式教育的普及、讀書市場的擴大化，文

學作品在生產、發表、流通、消費等各個環節上都大大加快了步

伐，報章、雜志不擇地而山，沛然莫之能禦也。但是，由於作家的

手稿有涼草、不規範和筆誤之處，加上趕稿的匆忙草率和校對的

粗劣，這樣就使得“許多現代文學文本從初刊本或初版本開始

就問下了不少令人惋惜的文字訛誤問題，而在此後或者未能結

集、再版，或者即使結集、再版，也很少能得到認真的校正"。

(第 1 頁指該書，下同)如果再加上作家出於商業市場的考慮或

者因應政治環境的變化而一再刪改文稿，現代文學文本的校勘，

不僅是當務之急而且幾乎需要從頭做起。作者藉由個人整理文

獻的甘苦經驗，細緻地例示了一系列校注問題，從“文宇訛誤的

本校與理校"到“文本錯簡的校訂和舊文獻電子化的新錯版問

題從“‘外文'、‘外典，及音譯詞語的校注"到“‘今文，與‘今

典'的考釋"等等，接著提供了一些切實可行的技術運用。然而

我們也明白，西方學術中的“語文學" ( Philology) 對古希臘古羅

馬的研究已積累了相當可觀的成就，中國傳統學術中的首iI詰、校

勘、注疏、版本學也形成了偉大的傳統，而且現代知識領域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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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重組與創新的複雜情狀又遠非前人所能想像。職是之故，解

氏除了把原本屬於古籍研究的“校讀法"運用于現代文學文獻

的整理與考訂之外，更致力於把“校讀法"推廣為一種行之有娃

的普適性的批評方法。 這樣做的前提在於:文學文本同然是作

者依靠想像力、情感和經驗而建構起來的客體，但讀者和批評家

對於主本意義的把握，去口不能穿鑿附會、天馬行空、隨意發揮，而

必須在細讀文本的基礎上，傾聽話里話外之音、挖掘紙背深意、

發現文本互涉、參照歷史語境，如此才有望對作家意回做卅切實

中肯的判斷。這正是“語文學"的方法。薩義德指出，語文學是

對吉詞和修辭的一種詳細、耐心的審查，一種終其一生的關注:

“一種真正的語文學閱讀是積極的，它包括進入早已發生在吉

訶內部的語吉的進程，并且使我們面前的任何文本巾可能陪藏

著的、或不完整的、或被遮蔽的、或被歪鼎的東丙泄露出來。那

麼，從這種語吉觀看來，吉詞不是被動的標記和記號，謙遜地代

替一種更高層吹的現實汁目反，它們是構成現實本身必不可少的

一部卦。，， [1J 據此，作者佇誡文學研究者:“有必要借鑒文獻學如

校勘學、訪iI吉古學家從事校注工作的那種一絲不荷、實事求是的治

學態度與比較對勘、觀其會通的方法，而如果我們能略這樣做，

那也就有可能將文獻學的校注法引申為批評性的校讀法 一

種廣泛而又細緻地運用文獻語吉材料進行比較參證來解讀文本

的批評方法或辨析問題的研究方法。" (第 18 頁)不僅如此，敏

銳的讀者會發現，這種富於創造性而兼具可操作性的批評方法

有多重的靈感源泉，除了古典學術的影響與師長彭鐸先生的啟

發之外，書中還躍動著朱自清{(詩吉志〉辨》、韋勒克的主代批評

史》的清晰面影，一些章節也呼應著奧爾巴赫《摹仿言的、史皮擇

《語吉學與文學史》的思考方法。顯然，博采束長與轉益多師的

結果，使得此書既有傳統學間的博雅，又有現代學術的遼密。

所以，書中大部分篇章冠以“選輯"、“輯考"、“考述"、“輯

存"、“輯校"、“鉤沉"、“拾遺"之名，也就是“理有同當"了。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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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上，這些論文牽扯的不僅是字句段落的校訂、不同版本的對勘

或者供文的整理這些瑣碎的技術作，而且囊括了互文篇日的

追蹤、作家生命史的重播、文壇情形的勾勒以及文學史的再審

視，既有沈從文、汪曾棋、林庚、梁宗岱等知名作家，也有劉夢草、

吳興華、葉公超、劉延陸之類的邊緣人物，涵蓋小說、詩歌、戲劇、

散文四大文類。作者得心應手地運用“校讀法"和“校讀批評

涉及了現代文學的重大問題，補充、深化和刷新了文學史圖像。

例如，作者發現宗自華供文《請問談》繼承和發展了他早年的詩

論《新詩略談)) ，辯駁了浪漫主義詩學對抒情的偏重和對靈感的

神化，重申技藝歷練、體驗深化和知識積累之對於新詩創作的重

要性;劉延陸的《詩神的歌哭》微妙地顯示了文學研究會內部的

詩學分歧;<< <孤鴻集〉白序》披露出短命詩人劉夢葦之建設一種

“詩的原理與批評"的詩學宏願;梁宗岱供文《釋“象徵主義"}

證實了他與梁實秋在如何理解“象徵主義"詰學的問題上山現

了分歧，而“葉雄之是誰"的考誰又牽動著當代學人對現代詩學

中一樁公案的總體看法;林庚的數量卡大的集外詩文見證由他

與戴望舒的詩學分歧不在於新詩的格律與自由之爭而在於諧的

新舊之辯，他在執迷的探索之巾完成了從 20 世紀(以下年代均

指 20 世紀)30 到 40 年代的詩學詩風之轉變。不僅如此。作者

通過對於沈從文的系列快文“廢郵"的鉤沉，指山早在 30 年代

中期，沈氏對於“現代派"新詩的京、海主異就有了洞察，而在 40

年代中後期，沈的“鄉下人"經驗與其“自由派"政消立場共同局

限了他，也在他的文學文本中清晰地呈露山來。再比如，學術界

向 80 年代以來一直把同曾棋推譽為最後的京派小說大師、津津

樂道他如何受到沈從文的強勢影響，但是解氏透過對於1王曾祺

早期作品的拾遺和校讀，洞察到多樣化的嘗試彼時已存在，從

《燈下》到《異秉》的文本演變顯出作家的成長與得失，汪的文學

起點除了受到沈從文影響之外，其實與廢名有更深的傳承，他不

僅屬於“京派"而且與“現代派"結緣 這且看法誠可謂“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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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再比如“知性散文"的問題。關於中國現代散文的著

述，多則多矣，但只有解氏敏銳地發現了這個新類型的存在，所

以“知性散文"的發明權應該歸屬在他的名下。鮮民認為，“五

四"文學革命時期產作了“批判性的隨感錄(雜文的前身) "和

“藝術性的美主(隨筆或小品) "這兩個散文類型，但是所謂藝術

性散火并不止於“敘事與抒情"而已，其實還存在一種不離經驗

而又深化經驗、洋溢著智慧風度和書卷氣息的新類型，那就是從

20 年代的梁遇春、朱光滑開始，中經 30 年代的溫源寧，到 40 年

代出梁實秋、錢鐘書、馮至、李霄腎、楊振聲等人撞事增華的“知

性散文"。在抽樣考察了這種散文的代表篇章之後，作者從現

代散文發展史的角度總結了它在 40 年代帽起的重大意義:“它

有力地矯正了被雜文的刻薄楣急、情調散文的感傷煽情和糊狀

小品的輕薄玩世所左右了的 30 年代文風，恢復了中外散文藝術

之深思明達、純正博雅的傳統，不僅拓展了現代散文的藝術天

地，而日深化了現代散文的思想境界。" (第 346 頁)實良有

以也。

中國現代文學雖只有短暫的三 l年，去p造就了數之不盡的

作家、作品、社閩、流派、報紙副刊與文藝雜志，有幸進入“文學

史"者只不過是冰山一魚;所以，通過披沙瀝金的文獻功夫，挖

掘一些學術界未曾得見的史料，也不算太大的難事。闖鍵在於:

如何不被浩如冊海的史料所淹?投笠而清晰準確地彰顯合乎文學史

實際的判斷?如何才能能d驅遣白如地利用史料、揭示出重大的間

題從而有力地推動現有的研究?這就要求研究者具備淹博的

“知識結構

釵事金揖汞》的系歹列U“校讀札記闊於 4物O 年代言詰舌劇文學、知牲散立火J 

干和日張愛玲在淪陷 E時寺期的文學行為這三個“釵論

證O 作者避免史料的一昧羅列、堆砌和敘述，里去緊圍繞中心議題

而從容地篩選、駕駛和解讀史料，勾勒文學現象的總體特質而父

不忘差異性的存在，在充滿歷史感的論述中揭出自家的判斷，既



408 人文中國學報(第十八期)

綱舉目明，又要吉不煩，既大氣磅疇，又厚實綿密。例如《“戲劇

春秋"的輝煌一紀》處理的是抗戰及 40 年代的話劇文學，作者

廣搜旁求的功夫令人贊嘆，但作者的才具并不止此。他從大處

著眼，以摹寫tf:t態人性的“寫實劇"和感時猶國復憂人的“歷史

劇"結構章節、展開行止，顯卅高屋建親的氣魄，復以經典主本

的解讀貫穿全篇，把紛繁的文學現象轉化為井然的邏輯錢素。

作者還注意到，即使“寫實劇"也不是鐵板一塊，而此外還存在

著以陳詮為代表的“浪漫的情節劇"和以吳祖光為代表的“抒情

的情調劇所謂歷史劇其實又存在著“民族危1-了史劇"、“亂世

整合史劇"和“農民起義反思史劇"等相對不間的類型，共者既

有區別，又相互交織;而無論何種歷史劇的寫作，都起因于作家

之時時在心的現實歧治問題和在所難免的人文思考。至於如何

評介歷史劇之借古諷今的傾向，作者有意辯難海外漢學重鎮夏

志清的看法 後者山於西方中心主義思維、政泊意識形態偏

見和純文學趣味而故意貶低歷史劇的意義一一而作者堅持以歷

史化的思考和人文主義的立場來理解這一現象，眼光自然高人

一籌了。

大體而吉，~考文敘事錄》提出了兩個具有“方法論"特色的

研究模式:一是兼采文獻學與文學批評、立足於技術運用的“校

讀法二是溝通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具宏觀指導意義的“實

存分析 80 年代以來，“新批評"理論被譯介到中國，學術界出

於對庸俗社會學方法的反撥和對於學術尊嚴的自覺追求，轉而

把文學文本視為獨立自足的客體，把發掘修辭技巧和美學特性

視為文學的中心任務。在這種“純文學"觀念的支配下，學術界

偏重于玄學的“內部研究當然也有值得稱贊的佳作出現。但

是，晚清以來的中國文學本來就是現代歷史文化的組成部分，

“內部研究"不免有畫地為牢之虞，對文學現象之曆史性的起承

轉合和興廢輪替難有切當的判斷。乍看起來，這似乎是“卑之

無甚高論"的常識，然而，在頻年作論、話語絡繹的當下學術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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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又豈無“捍衛"之必要? ~考文敘事錄》的作者具備辨證

的精神和健全的揮史理解力，他早已體認到“方法，在綜合中達

到互補對於“純文學"和“內部研究"的盲點保持一貫警惕，堅

信“文學是一種最具主體的實存行為自覺把“實存分析"落實

到向家著述之中并且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成績。《摩登與現代》

一書的副標題即以“中國現代主學的實存分析"名之，可見其學

術依歸之所在;而他對於抗戰及 40 年代新詩潮源流的重新梳理

及對小說創作殊途同歸於“分析"動向的把握，對於“左翼現代

主義者"艾青的論說，對於作為“現代中國生活樣式的浮世繪"

之師陀小說的敘論，在在見出“實存分析"的嫻熟運用。

《考文敘事錄》中的《亂世d女和她的亂世男女傳奇》是這

種方法論的典範。此文長達六萬餘字，對張愛玲在淪陷時期的

文學行為進行了細緻周密的考察，把似成顯學的“張學"研究推

進到一個新高度，有力地解構了海內外學人聯于打造的“張愛

玲神話"。自夏志清“發現"張愛玲以來，對這位作家的研究如

火如荼，甚至有逸出學院高牆、轉化為大眾文化的趨勢。加上文

化理論的隨意揮灑，中外學者的“造神"運動愈加賣力，於是，

“天才奇女"、“舊上海的最後一個貴族"等雅到俗不可耐的高帽

紛至還來。解氏的研究兼具理性的批判精神和感性的問情心，

他通過與魯迅、路翎的人生經歷的比較，指山“家敗"和“世亂"

的生活經驗形成張愛玲早熟敏感的心理，導致她缺乏感時憂國

情懷和現代國民意識，舊家庭的生活氣氛和教會學校的殖民教

育影響了張愛玲為文以至為文的態度。那麼，置諸中國現代小

說的發展脈絡來看，張愛玲小說的“好處"究竟體現在哪里而其

“局限性"父何在呢?解夫沒有面面俱到展開論題而是以代表

張氏小說創作最高成就的《傳奇》為樣本，圍繞著兩個最為醒目

的自度分析來論證之:一是傳寫末世人性之變與亂世人情之常

的“敘事焦點二是反傳奇的傳奇之“敘事藝術"。一般學者看

到了張愛玲之溝通新舊、相容雅俗的藝術抱負，但這種“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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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之於籠統，而解民進一步具體分析了張愛玲特有的“抓小放

大、俗事文講、凡中求奇、參差對照"的敘述策略，并聯繫到中國

現代小說的演進脈絡、西方電影的現代羅曼司敘事風格來深一

層進行對比論述，他認為正是這些方面構成了一種超越舊派通

俗小說和新派寫實小說的“反俾奇的傳奇這種敘述藝術更因

為揉合了本土玄學傳統和外來流行火化，取得了雅俗共賞、新舊

皆宜的接受效應。如果說，上述兩章還局限于“文本細讀"的操

演和“微觀詩學"的追蹤的話，那麼，接下來的兩章就過渡到了

廣闊的歷史視野和文化參照，真正把“實存分析"的潛力發揮得

淋漓盡致。關於淪陷區文壇上的張愛玲之事，解氏在還原歷史

語墳、校讀原始文獻的基礎上，細緻人傲地呈現出相關人士的吉

語行為之間的互動關聯以及他們的應和或分歧在當年文壇的深

層寓意。讓人印象尤深的是，作者對於傅雷、柯靈如何出於愛才

之心而對於張愛玲發山不忍、明吉的勸告，熱戀中的胡蘭成如何

對於張愛玲惺惺相惜和獎披抬舉，張愛玲究竟是該“應有鬥爭"

還是“但求安穩在這些問題上解氏對於雙方的心態和動機都

有絲絲入扣的解讀。在全文的第五章中，作者通過挖掘和細讀

一些不為人矢口的珍稀史料，結合淪陷區文壇的複雜情彤、胡蘭成

的政泊活動和文學行為、張愛玲戰中戰後的創作將歷、近來學術

界研究的迷失、以及現代文學中“人的文學"之歷史流變，深人、

周密地揭示了掩映在張愛玲小說之“婦人性"的人性宣紋中的

妥協迷思，可謂難得一見的“大于筆"。

此外， C考文敘事錄》的文風亦值得稱道。在為奧爾巴赫的

經典《摹仿論》寫就的長篇導論中，薩義德精準地指山:“即使在

英語譯火中，奧爾巴赫的風格特價也是一種沉著的，有時甚至是

高傲、極度冷靜的語調，傳達出從容擔定的博學，以及與之結合

在一起的對於他作為學者和語文學家之使命的一種壓倒一切的

耐心和一往情深的自信。" [2) 多年以來，解志熙醉心於奧爾巴赫

的語文學，在博稽群籍的《考文敘事錄》中，讀者同樣可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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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風格。

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張松建

注釋:

[1)愛德華 .W ﹒薩義德:{同到語文學~ ，見薩義德拉，朱生堅譯:{人文主義與民

主批評~(北京:新星H:版社，2006 年) ，第 69-70 頁 c

[2) 愛德華 .w ﹒藤主主德:{艾里希﹒奧爾巴赫〈模仿〉導論~ ，見《人文主義與民主

批評~ ，第 103 頁。按:奧氏此書的中譯本名為《摹仿論 西方立;學巾所描繪

的現實}(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 年)，譯者為吳麟緩、周新建、高豔婷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