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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里所谈的文学空间，不是指文学作品描写生活的空间，而是指文学作为人类艺术地掌握世界的
一种精神形态，其存在和发展的空间。
　　（一）　　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学，其存在和发展都包括纵向延伸和横向拓展两个方面。
所谓纵向延伸，是指既往文学如何影响后世文学，后世文学如何沿革传统的承传、流变历程。
对这种文学　　发展形态的研究，人们一般比较注意．取得的成果也较多，如我们所见到的各种各样
的文学史论著。
大邮分都足这方面的考察和探讨。
所谓横向拓展，是指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之间，由彼此封闭到逐步开放、由相互隔绝到频繁交往。
从而使各民族文学变分散发展为联动发展的历史进程，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官》中所说的
“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一种世界的文学”的进程。
对这种文学发展形态的研究，相对说来人们重视不够，对它进行系统探讨的高质量成果更是凤毛麟角
。
　　文学的纵向延伸和横向拓展是文学发展的两个方面。
但这两者我们只能在思维中把它们剥离开，在现实文学运动中，它们是凝为一体无法分割的。
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学，都既在　　纵向上与自己的历史传统相承接、相延续；同时又在横向上
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学处于不同程度的交流之中。
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学，都是纵向延伸和横向拓展相互作用、彼此交织的统　　一：一方面，横向拓
展不能摆脱纵向演进而独立前行，它只能随着历史的演进而逐步扩大自己的范围，即纵向演进到一定
程度，横向拓展才能达到一定的规模；另一方面，横向拓展又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它对纵向演进
也可产生不可忽视的反作用。
我国“五四”新文学之所以能一改佶屈聱牙的文言为明白通俗的白话，并在短短二三十年间掀起一个
令人仰视的文学高峰，便与外来文学对它的刺激和影响密切相关。
文学横向拓展对纵向演进的重要作用，由此足见一斑。
　　今天，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提高和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随着信息革命的兴起和网络时代
的到来，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往与日俱增。
偌大地球在人们超乎寻常的征服自然空　　间的’能力面前，仿佛变得越来越小，以致加拿大作家麦
克卢汉创用“地球村”这个术语，戏谑地把地球这个庞然大物仅仅比作一个小小的村落。
现在，共处于“地球树”的各个国家和民族，正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把整个地球当作自己活动的地理
环境。
各个国宋和民族的文学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超越民族语言、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及鉴赏习惯的限制
，更加开放地将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学据为已有并为己所用，也更加自觉地将自己的文学纳入世界文
学的系统中加以审视和体认。
　　文学的横向拓展改变了人类文学的存在方式和构成因素，是文学演进的重要方面和文学发展的重
要形态。
文学横向拓展的总体历程如何?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学汇入这一历程的途径和方式各有什么区别?文学横
向拓展自身有哪些特点和规律?它与纵向演进之间有怎样的常态和变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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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重建文学空间》汇集作者八十年代以来撰写的部分学术论文，内容涉及比较文学、文艺理论及
美学研究等诸多方面。
书中文章多持论严谨，具有自己独到见解，富有思想锋芒，从比较广泛的领域表现了作者对当代文艺
学的思考和认识，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近二十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界和文艺理论界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
。
本书所讨论的问题，不论是横向拓展、纵向演进或语言转换，都试图对文学对文学的内在构成和发展
空间作出更加切近实际，且更加广阔、更加深邃的理解。
本书还考察了文学翻译的功能、文化冲突对文学翻译的影响，以及文学交流和文学创作中的若干有意
思的问题。
书中部分文章曾引起较为广泛的争鸣，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重建文学空间>>

书籍目录

重建文学空间（自序）第一编　文学横向拓展：民族与世界世界文学的形成与民族文学的发展——马
克思“世界文学”思想初论文学民族性和世界性新议文学民族性理沦而临挑战民族文学研究的域外空
间民族性的开放性和民族化的广阔道路文学由民族走向世界的外因条件沦吸收外国文学影响的潜在形
态及其作用——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谈文学民族化问题断裂与跳跃——试论文学纵向发展与横向交流的
变态关系征服与适应——高低文学形态碰撞与交融的规律探讨一比较文学消亡论——从朱光潜对比较
文学的看法谈起朱光潜论中西戏剧的异同特点朱光潜对中西诗歌的比较欧洲浪漫派与东方文学论日记
和日记体文学——中西文体比较研究之一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关系新探“走向世界”的追
求关于“世界文学学”的构想第二编文学纵向演进：传统与现代论文学的逆向发展文学史的逆向研究
桐城派的逆向考察外来文学对中国传统义学蕴蓄的开掘功能文学之“根”的多向伸展和寻“根”眼光
的扩大新文化运动的命运和教训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世纪回眸说“五四”冷静看传统热
心想未来分为异体合为一家——文史关系漫议从“史德”到“史心”朱光潜论中国诗的声律及诗体衍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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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显然，在别林斯基看来，文学作品一方面不可缺乏民族特色，因为文学是描写和表现社会生活的
，而社会生活本身是分民族而存在、而发展的；但另一方面，由于每个民族都是人类的一部分，都具
备人类所共有的共同性，因而作品所表现的民族个性必须和普遍的人类因素紧密联系，必须在民族性
中寓含和投射着人类的共性特点。
所以，别林斯基又说：“只有那种既是民族性的同时又是一般人类的文学，才是真正民族性的；只有
那种既是一般人类的同时又是民族性的文学，才是真正人类的。
一个没有了另外一个就不应该，也不可能存在。
”②　　为了进一步理解这问题，我们且以苏联当代著名作家艾特马托犬中篇小说《花狗崖》1977年
）的创作为例，作些具体阐述。
　　艾特马托夫创作《花狗崖》，是以他的朋友费拉基米尔·桑基所讲的一个真实故事为基础的。
这个故事的大致内容是：桑基七岁的时候，跟着三个大人出海捕猎。
他们遇到了浓雾，迷失了方向，在海上漯了两天两夜也没有发现陆地的踪影，他们完全失去了获救的
希望。
大人们都认为他们“完啦”，“永远也找不到陆地了”，已准备把船桨收起来等死。
正在这时，一只大鸟从空中飞过，他们注意到鸟飞的方向，开始拼命朝那个方向划，没过多久就看到
陆地了。
他们高兴得扑倒在地上大哭起来，然后收集一些枯树枝，点起一堆火来取暖。
　　《花狗崖》沿用了故事的基本框架，仍是写三个大人（爷爷、父亲、叔叔）带一个小孩出海捕猎
。
作品在描写他们出海及遇难的过程，极富魅力地表现了苏联西伯利亚地区独特的大自然气　　候和海
景风光，塑造了奥尔甘爷爷及叔叔、父亲各具个性的苏联尼福赫族人的形象，洋溢着浓郁的民族情调
和民族风格。
若说“越有民族性，便越有世界性”的话，作品仅写出这些就够了。
然而很明显，仅仅这些还不具备世界名著所拥有的那种震撼人心，勾魂摄魄的力量。
艾特马托夫深知这一点，他远远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对故事又作了霞大改动。
这就足：当大鸟飞过的时候，小船上已经发牛令人惊颤的悲剧——老爷爷、叔叔，接着还有父亲都相
继离开了小船，为的是把最后儿滴饮水留给孩子，让孩子活下来，延续生命。
这一改动，加上奥尔甘爷爷梦中与渔女人相会的情节，再加上爷爷、叔叔和父亲离船时的对话及心理
活动，使小说所表达的意义，一下子升腾到人类哲理的高度。
作者的笔触实际是在探索民族起源、人类困境和种族延续问题，更简洁地说．是在探索“生”与“死
”这个人生最高概念问题。
正是如此，《花狗崖》虽然描写的是苏联西伯利亚东北部的一家四人出海遇难的小事，却蕴蓄着相当
深广、能够引起每一个人沉思的人生哲理问题。
　　对于这一追求，艾特码托夫是非常自觉的。
他在淡利《花狗崖》的创作时说：我的目的不在于表现他们怎样迷途，后来又怎样找着陆地，我写的
不是惊险小说，我希望促使读者思考的是人的道德的主要价值、责任感，即一切能使人成其为人的东
西。
　　现在是到了用概括的世界观范畴、时间范畴、人类范畴来丰富对具体的历史现实反映的时候了。
①　　《花狗崖》和艾特马托夫的其他创作，所以能饮誉苏联和世界文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即在于
：其作品在着力描绘地方色彩和民族特色的同时，又十分注重在其中表现“一切能使人成其为人的东
西”，注重“用概括的世界观范畴、时间范畴、人类范畴”来拓广和加深作品的内涵。
　　（二）　　其次，与“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命题几乎完全抵牾，有一些民族特色不甚鲜
明，甚至相当模糊、淡薄的作品，也照样能获得世界意义，产生世界性影响。
这种状况不仅表现在某些“跨国度”、“跨语种”文学上，②而且更表现在不少现代派的文学作品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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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当代最著名的作家、197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特利克·怀特，著作宏富，成就卓著。
他的许多作品，如《生者与死者》、《姨母的故事》、《优斯》、《乘战车的人们》、《可靠的曼陀
曼》、《活体解剖者》、《特莱庞的爱情》等，都并不是介意表现地方色彩和民族特点，而是运用意
识流等西方现代派手法，着意刻画一些性格特异、与世道格格不入的人物，着意呈示他们独特的心理
活动和精神世界，竭力在其中探求人性的奥秘，人生的真谛。
所以，我国青年作家韩少功在他那篇轰动一时的文章《文学的“根”》里。
尽管整个篇章都在阐发和强调寻找本民族、本地域的文化之“根”（传统）的重要性，但文后却写下
了这样一段“补记”：　　我与一位朋友谈到另一类文学，比方说澳大利亚的怀特的某些小说，如果
翻译得基本成功的话，我们在那里看不到什么文化纵深感，也找不到什么民族传统的背景。
作者表现了带着人类共性的一些矛盾，而人物所处的国度、年代、自然文化的环境都是模糊不清或无
关紧要的。
也许相对于那些人的心灵作纵向历史追索的作者来说，怀特是在对人的心灵作横向时代概括。
这大概向作家们提出了一种有意义的范例。
对这一类作家的文学的“根”，我们还可另作讨论。
①　　文学本身是多元、多样的。
不同风格、不同类型的作品获得世界性的方法和途径，也可以各不相同。
正如侧重描绘地方特色和民族特点的作品（其中当然要寓含人类因素），往往能够引起人们兴趣和关
注一样；不太注意描绘地方色彩和民族特征，而是主要“表现带着人类共性的一些矛盾”，“对人的
心灵作横向的时代概括”的作品，也能在世界各民族中引起共鸣，这是文学获得世界性的又一条道路
。
怀特的不少创作是如此，卡夫卡、艾略特、萨特、加缪等世界文豪的不少创作，也是如此。
并且，随着当代文学创作抽象化、哲理化倾向的增强，这类文学还大有发展的趋势。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文学的民族性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由于作品呈示了独特的地方风采和民
族特色，能够引起人们的审美兴味并开拓其审美的视界；另方面，也正由于表现了独特的地方风采和
民族特色，往往又能造成审美隔膜和审美障碍，干扰异域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和理解。
因为不同民族、不同国度的人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欣赏习惯，对于不合其文化传统和欣赏习惯的异
域风俗和异民族特色，感到难于接受和理解也是常常发生的事。
因此，俄国大作家普希金特别指出：“作家的人民性（这里的“人民性”即是指“民族性”）是一种
只能为本国同胞赏识的优点，——对于别人来说，它要么就不存在，要么可能是一种缺陷。
一个博学的德国人对拉辛的主人公们的彬彬有礼怒不可遏；一个法国人看到卡尔德隆描绘柯里奥兰要
求敌人进行决斗，就感到好笑。
然而，这一切都打上人民性（指民族性）的烙印。
气候、政体、信仰赋予每个民族一副特殊的容貌，这副容貌在诗歌的镜子中多少有些反映，这里有思
想和情感方式，有很多只属于某一民族的风格、迷信和习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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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重建文学空间》汇集作者八十年代以来撰写的部分学术论文，内容涉及比较文学、文艺理论及
美学研究等诸多方面。
书中文章多持论严谨，具有自己独到见解，富有思想锋芒，从比较广泛的领域表现了作者对当代文艺
学的思考和认识，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近二十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界和文艺理论界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
。
本书所讨论的问题，不论是横向拓展、纵向演进或语言转换，都试图对文学对文学的内在构成和发展
空间作出更加切近实际，且更加广阔、更加深邃的理解。
本书还考察了文学翻译的功能、文化冲突对文学翻译的影响，以及文学交流和文学创作中的若干有意
思的问题。
书中部分文章曾引起较为广泛的争鸣，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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