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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林岗《边缘解读》序
刘再复
一九八八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破格提拔一批年青的副研究员，文学所选中了两个人，一个就是本书的
作者林岗，当时三十一岁，钱锺书先生得知消息后立即打电话给我，说“林岗提得对”。
能得到钱先生如此关切和肯定，很值得高兴，然而，当我把这一讯息告诉林岗时，他只觉得不好意思
。
当时林岗和我合著的《传统与中国人》已经出版，他的思想者特色已经显露出来，但他只觉得甚麽事
也没做。

八十年代是中国思想界从死寂中醒来的年代，处於这一年代的北京，到处都有年青思想者的部落。
甘阳主持的“学术文库”(三联吉店)编委会，就是一个大部落，林岗也是这一部落的成员。
我天生喜欢独立的思想者。
在“思想者种族”(收人《西寻故乡》)一文中，我说我在巴黎第一次看到罗丹的《思想者》原作时，
激动得眼泪簌簌流下，这是真的。
人类社会的思想者种族，没有国界，没有偏见，他们天生一个爱质疑爱提问的脑袋，喜欢面对人类的
生存困境沉思。
我喜欢一切思想者，特别是被称作“异端”的思想者，即使我不同意异端的内涵，也绝对尊重异端的
权利。
我一直认为，只有欢迎异端部落的存在，我们这个星球的身体和灵魂才能赢得健康。
因此，“让思想者思想”，一直是我内心最炽烈最重要的口号。

我特别喜欢林岗，正是因为他很有思想，完全是一个独立的思想者。
他天生有一种品格，就是思索的冷静和中肯。
他虽出身高级干部家庭，但朴实得像个小农民，他的才气和贵族气深藏於内心，不喜欢外露，更不喜
欢自售。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属於孔夫子所说的那种大智若愚的“刚毅木纳”者，天然地和那些“巧言令色
显於人”(孔子原句“巧言令色鲜矣仁”)者划清了界线。
在北京时，我身处学术界的中心地带，痛切地感到“争名於朝、争利於市”的风气太盛，刻意表现学
问姿态的人太多，而深沉关怀中国和人类社会的人太少，这正如李泽厚兄所说的，年青一代学人“聪
明有余，诚实不足”。
看清新一代学人的弱点，便觉得林岗的气质真如“凤毛麟角”，实在难得。
林岗生活在文学研究所的“文人”包围之中，却与一般的文人不同。
“文人”执着於自己认为是至高无上的文学评议事业，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文人也有致命的弱点，这
就是无论甚么时候都需要有人欣赏，而且为了显示清高而常常刻意地回避社会政治，因此便不免带上
一身酸气。
而林岗则完全没有酸气：他一面执着於近代文学史的专业研究，一面又把眼光放到文学专业之外的历
史学、哲学、社会学和中西文化纠葛，此外，他对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历史道路又真的下功夫进行认真
的思考，当我第一次与他接触的时候，我便被他的思想视野所吸引。
正是他告诉我(也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劝告)，我们处於世纪的末期，正好可以对本世纪在社会上流行过
的而且也是被我们的心灵接受过的基本观念进行一些反省与思考。
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对历史重新理解，尤其是那些对我们的命运影响至深至巨而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
基本观点，很可能不过是些“先人之见”，更应当重新理解。
人文学术的推进，其实就是在这种“重新读解”中获得的。
世纪的末期，既是一段历史的终结，也是时代给予思想者的契机，更是冥冥之中赋予思想者的责任。
他的这一想法与我的心思完全相通，当时我很奇怪，这个沉默寡言的“小农民”竟会想得如此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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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思所言实在不同凡响。
林岗的这些想法，后来表现在他的《激进主义在中国》、《日本朝幕制与中国帝制——近代激进政治
革命的制度根源》、《民族主义、个人主义与五四运动》、《社会转型时期的伦理、意识形态的冲突
》等论文中，这些论文我每篇都读，可以说，每篇每段都很有思想！
林岗叙述这些思想时，非常干实非常质朴，但却包含着很有说服力的见解，先不说他对激进主义思潮
的反省和对近代激进政治革命制度根源的揭示，仅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伦理、意识形态的冲突》一文
，就使我读后感慨不已。
我觉得，在泽厚兄的思想理论中，他所揭示的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是最为深刻的，可惜认
真探讨这对悖论的人很少，也感到在揭示这一悖论之后如何处理这一悖论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而林岗
这篇论文却给我一种启迪，即解决这一悖论重点的是正视深藏於历史舞台幕后的那个导演——欲望，
然后从消极的“压抑欲望”走向积极的“驾驭欲望”与“制衡欲望”，在市场导向型的大改革中突破
伦理格局，建设出具有严格疆界的制衡形式。

我比林岗年长十六岁，但在思想对话的层面上，我和他总是站在同一地平线上，并不觉得自己是思想
者分部落的首领，也因此我和他进行了两次学术上的合作，第一次是从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七年合著
《传统与中国人》：第二次是一九八八年之后的“文学与忏悔意识”。
前者已经完成，后者因为沧海之隔的限制，只完成了一半；一九八六年前后，是我最繁忙的年月，尽
管努力读书思考，但生命毕竟被行政事务所割切，因此，《传统与中国人》只能由林岗担任主要执笔
者的角色。
当时我们对於“传统”采取“批判”的基本点，这是因为我们在讨论中共同达到一种很坚定的认识，
这一认识用一句素朴的话来表述，就是传统文化对人要求太多，而求之太多的结果是做不到(丧失主
体)，做不到还要做(强作主体)，便形成对人性腐蚀得最厉害的虚伪性格。
书中对主——奴根性的批判和对阿Q性格的批判，都与我们对传统的这一认识有关。
在合作的过程中，我深感到林岗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熟悉和他的不入俗套的见解。
第二次合作则是文学问题的合作。
一九八八年，林岗和我对中国现代文学问题的宏观思考已经基本成熟。
这些思考的内涵甚繁，但大体上是我们觉得，中国现代文学只有“世俗视角”，而缺少“超越视角”
，因此现代文学的叙事结构往往是追究“谁是凶手”、“谁是历史罪人”的问题结构，在此种结构之
下，作家缺少的是对“无罪之罪”的领悟。
因此，现代文学便缺乏形而上的品格。
基於这一看法，我们认为有必要借用“忏悔意识”这一概念，通过这一概念，我们希望中国作家能对
“无罪之罪”即“共犯结构”有所领悟，然后摆脱本世纪文学意识形态化和过於现实化、政治化的倾
向。
这些认识，林岗一方面在《二十世纪“现实倾向”文学的历史回顾》、《私情与革命文学》等论文中
单独地作了表述，另一方面在与我合作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政治式写作》等论文中也作了阐发，我
们将会共同把这一课题继续进行下去。

从一九八七年完成《传统与中国人》到本书《逞缘解读》的出版，整整过了十年，这十年中，林岗在
海内外继续深造，眼界已进一步打开，有心人如果能通读本书的全部文字，一定会看出这位不事宣扬
的思想者其内心世界是何等丰富，而且也会对於大陆学术界深层的活力有所认识，并从而获得对未来
的信念。

一九九七年九月於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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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基本情况
1957年生。

现为中山大学系教授（博士导师），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

1977年至1980年，中山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

1980年至1990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

1990年至1992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1992年至2001年，深圳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期间于暨南大学中文系攻读并取得文学博士学
位（导师：饶芃子教授）
主攻现当代文学史以及文艺学。

开设课程
本科：现当代文学史、美学、美术史十讲、理论与作品、鲁迅小说导读
硕士：中国美学史、明清小说评点研究、古代文论、现代文论
博士：中国文艺思想史专业研究、现代文论专题研究
主要著作
《符号?心理?文学》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

《传统与中国人》（与刘再复合著） 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

《边缘解读》 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

《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罪与文学》（与刘再复合著），牛津大学出版社。
香港，2002年。

主要论文
《宗法新解》，刊于《九州学刊》1991年7月，4卷2期。

《日本朝幕制与中国帝制》，刊于《学人》第十一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6月。

《建立小说的形式批评框架》，刊于《文学评论》1997年第三期。

《论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的文学自觉》，刊于《文学遗产》1998年第四期。

《叙事文结构的美学观念》，刊于《文学评论》1999年第二期。

《叙事文理的章法》，刊于《学人》第十四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

《海外经验与新诗的兴起》，刊于《文学评论》2004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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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1990年12月，赴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系和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访问研究一年。

1996年赴台湾参加“中国现代文学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1998年10月赴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参加“金庸小说国际学说研讨会”。

2004年6月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参加“图像与国家疆界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5年6月赴香港城市大学参加“传统文化与华文创作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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