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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来，众多学者一直在研究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问题，但中国文学批评到底应该怎样转，
学者们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
笔者认为，真正要弄懂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回到中国文学批评转型发生的原点，研究当时中国文学批
评为什么会发生转型，文学批评家们又是如何进行转型的，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转型，以及他们的转型
实践对当今中国文学批评发展的启示。
　　但是，要研究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首先必须弄清楚两个问题，即什么是中国文学批评
的现代转型，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发生在什么时候。
任何时代的一种文学批评，其构成要素主要包括批评主体、批评对象、批评文本、批评功能等。
一般来说，文学批评方法的改变，还不能说是文学批评的“转型”，因为倘若主体、对象、功能没有
变的话，其基本的“型 ”就还未变。
例如20世纪的西方文学批评，各种批评方法潮起潮落，但它们都同属西方的“现代”型文学批评。
只有当批评主体、批评对象、批评文本、批评功能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之后，文学批评才能说是发生
了“转型”。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究竟从何时开始，这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但是在诸种意见之中，呼声最高的是“五四”说，这以我们各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及部分中国
现代文学批评史为代表。
但是笔者不这样认为，中国文学批评现代转型的发生并不是起于“五四”时期，长久以来，我们的学
术界陷入了一个误区。
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应发生于晚清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
　　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到晚清为什么会出现转型？
首先是因为社会历史危机。
到了18世纪末，清王朝的统治开始衰落，逐渐陷入严重的社会危机。
但是，在沉重的社会危机面前，治古文经学的汉学家们却束手无策。
乾嘉古文经学没落导致今文经学兴起，而今文经学兴起致使经世致用思潮复活，经世致用思潮要求文
学批评的功能发生转变。
其次是因为西学东渐。
晚清西学大量涌人，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危机，儒学正统地位逐渐丧失。
而儒学正统地位丧失导致新式教育兴起，新式教育的兴起又为中国培育了大量的新型知识分子。
新型知识分子成为批评主体，必然会导致中国文学批评发生转型。
再次是因为文体变革。
中国传统文学的主要文体是诗词，小说等不受重视。
但晚清之时，小说地位日益提高。
而文学文体和文学批评文体二者之间存在较大的依存关系，即文学批评文体的发展是基于文学文体的
变化。
因此，当文学批评对象发生改变的时候，中国文学批评发生转型也就在所必然了。
前两者属文学批评转型发生的“外发型”原因，即中国文学批评转型的“他律性”规律，而后者则属
于文学批评转型发生的“内发型”原因，即中国文学批评转型的“自律性”规律。
　　中国文学批评的转型到底是怎样发生的，也就是说转型发生的路径是什么？
如果对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学批评作一总体概括的话，应该说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以梁启
超为代表的文学革，命它包括“诗界革命”、 “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二是王国维等人的西
体中用，如《红楼梦评论》；三是以章太炎等为代表的文学复古。
这三种文学批评各有其不同的文学观念和主张，但却又一致地实践着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
例如，中国文学批评的主体发生了改变，以前为封建士大夫，现在的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等均为
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批评对象发生了改变，晚清以前的中国文学批评，其批评对象主要是诗歌和散
文，不重视小说等叙事文学，而现在梁启超高举“小说界革命”大旗，王国维发表《评论》，章太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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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洪秀全演义》作序；批评文本发生了改变，中国古典文学批评文本体式，主要是序、纪传体、品
语、诗体以及评点体等，梁、章、王等都发表了一些专门的文学批评论文，它们不同于古代文学批评
中那些散见于子书中的某些章节、片断的文论，也不同于笔记体的诗话、词话和小说戏曲评点；批评
功能发生了改变，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韵功能主要在于维护封建道统、文统、义法等，梁启超等文学批
评家们，其文学批评功能转变的关键之点就在于人本思想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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