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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文学的圣殿日渐遭遇沉
落的危机，文学经典的重建就尤
显迫切和必要。贺仲明教授新
著《审美与省思：对话现代文学
经典》的出版，既体现了学界对
这一问题的直面回应和深度掘
进，亦是著者一直以来为文学

“解绑”；让文学回归文学的持续
努力和系统研究。如果说乡土
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文学本土
化问题研究等，构成了贺仲明教
授学术领域的三重维度，而这部
新著体现的则是一位文学史家
长期而系统的思考。

这部新著更关注的，是在开
放性和过程性的历史中，重建文
学经典的切要和途径。这首先
从对审美的省思开始，而审美则
是建基于对文学自律性的理性
思索。他对此有深刻见解：“文
学的本质是自律的。它最初之
所以脱离宗教就是源于它独立
的个性。它的追求方向是个性
和自由，是对生命存在的探究和
意义的追问”；“在最终指向上，
文学的指向是人，而宗教的指向
是神”；文学“将‘人’作为基点，
以对自由的追求而反抗所有规
范，以对未知世界的不懈探索表
现充分的独立和自信。”确乎如
此，文学的实现路径是由人而神
的，而宗教则是由神而人的，过
程中二者虽有交集和共振，但出
发点和归宿大相径庭：“文学一
旦形成，就会具有自己的独立审
美价值，会对现实政治进行超
越。这种独立性和超越性，才是
文学是否具有价值、能否成为经
典的最根本因素。”

文学经典建构又是在不断

重构的动态过程中得以实现和
持续推进的。著者指出，“文学
发展的历史，是建构、解构与重
构经典的复杂过程”。《五四作
家对中国传统文学经典的重
构》一节，即是对这一复杂过程
的深刻描摹和精彩呈现。在宏
阔的学术视野中，著者勾勒出
新文学家如何在重构传统中汲
古求新最终确立自己的经典系
统。印象深刻的还有，关于五
四对传统文学经典重构化解了

“西化”和“化西”的困境论述。
这些研究，不仅是对历史的回
溯，更是对当下和未来文学经
典重构路径的启示。

所以，在历史的维度中，对
当下和未来文学发展的关切，
才是著者念兹在兹的。这使得
贺仲明教授冷静的笔触之下，
蕴着忧患之思：“在当前的文学
评价中，文学自身的因素已经
被严重边缘化、逼仄化了，这也
直接影响到那些被评价的对象
——文学创作者们”，这“最终
的受伤害者只能是文学本身”，
导致“文学审美能力和创造能
力的萎缩”，进而呼唤在非文学
的时代坚守文学审美，为文学

“解绑”，回到文学本身重建文
学的经典。

让文学的归文学，才不会对
时代语境下具体个体的选择做
过度的道德审判，才会避免空洞
理念的粗暴与专横。这种同情
之了解，时时投影在著者的笔
端：“在那一背景下，如果要求作
家创作出游离于时代之外，甚至
与时代政治相背离的作品，确实
是一种苛求。”我们需要悉心谛
听作家在“裂隙中艰难地挣扎，
依然在尝试展现生活和人性中
的美”。

正是基于对人的关切、对
处于历史过程中的人的同情和
悲悯，作者发出如此喟叹：“我
们每一个人、每一部作品都会
是历史的一部分，都无法逃脱
历史选择的宿命。我们也只能
承受乃至喜爱这一命运。”这是
纵深和立体的历史感的深悟，
这感悟本身就是文学性的，就
是对个体微光的尊重，一如著
者此前《中国心像》《喑哑的夜
莺》《一种文学与一个阶层》等
论著中对作家个体心曲的深切
体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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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书

2.《饮食与中国文化》（王仁湘）
大众考古领军人物、《国家宝藏》

栏目特聘专家王仁湘潜心巨作，332
幅珍贵图片，带我们从一线考古现场
和浩瀚丹青典籍中追寻远古滋味，还
原充满色香味的古代盛宴。

1.《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
（赵毅衡）

一部跨学科研究非常实用之工具
书，国内十分经典和重要的叙述学理论
著作，赵毅衡教授思考近三十年之作
品，简明理论辅以丰富的古今中外文学
作品实例，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具。

3.《巴尔米拉》（保罗·韦纳）
法兰西公学院荣誉教授保罗·韦纳执笔，

用令人兴奋、可读性一流的叙述，描绘一座在
政治帝国与文化疆域层叠的中间地带发展繁
荣的古城巴尔米拉。15 幅高清插图再现已毁
遗迹，法国上市 3 个月热销 10 万册。

4.《狩猎聚会》（露西·福利）
该小说的内核使人想起阿加莎·克

里斯蒂的经典作品《无人生还》与《东
方快车谋杀案》，并赋予了古典派侦探
小说崭新的魅力。

5.《枭獍》（时晨）
华文推理界炙手可热的原创作者——

时晨，融合社会元素全新突破之作。穷途
末路之际，暮年老人奋起反击！直击亲人
间的隔阂、老年人的困境与养老机构乱象。

让文学的归文学，才不会对时代语境下
具体个体的选择做过度的道德审判，才会避
免空洞理念的粗暴与专横

对作家个体心曲的
深切体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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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欲罢不能地读完了《另一种声音：海外汉学访谈录》，颇
得欣然忘食的喜悦，并有多处共鸣

为研究提供第一手鲜活材料

季进在《另一种声音：海外
汉学访谈录》一书中的访谈对
象，已不限于中国现代文学研
究领域，还扩展到了中国古典
文学研究领域。在讨论中国文
学海外传播过程中，包括宇文
所安、阿瑟·韦利等汉学家，他
们跨文化、跨语际的立场发挥
了重要作用，这些访谈为研究
提供了第一手的鲜活材料。

目前关于海外汉学的访谈
著作并不少见，但在我看来，都
不像季进的这本访谈，能如此
既概观全局，又深入核心；既通
透历史，又执着现状；既有理论
深度，又是朋友间闲话家常，娓
娓而谈，使访谈内容于不知不
觉间，渗入读者心田，臻于润物
细无声的妙境。关键还在于访

谈者季进对海外汉学有着深厚
的了解，对孕育汉学的西方理
论也有较多的积累；又与这些
汉学名家有较深的交谊和较长
的交往，能在谈笑间摒除一般
难以避免的隔阂、俗套和遮掩，
直击心灵深处和事件核心；加
以详密的准备，颇有技巧地将
谈话循循诱导，使被访谈者沿
着访谈者预设的思路，步步深
入，并得到充分发挥。正因为
如此，我欲罢不能地读完了《另
一种声音：海外汉学访谈录》，
颇得欣然忘食的喜悦，并有多
处共鸣。

我一直关注如何对待西方
理论问题，特别关注成长于西
方文化语境的学者如何对待这
一问题，因为这毕竟是中国现
代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不
能不面对的一道难关。使我长
期困扰的问题是：西方理论层
出不穷，变化多端，真要完全掌
握，直到精通拉丁文、希腊文，

才能拿来应用吗？西方理论诸
家并存，各有招式，真要进一家
之门，沿一家之路，才能修成正
果吗？西方理论各家自有一套
概念系统，如果打乱这一既成
系统，只取所需，会变得牛头不
对马嘴吗？取其全套概念系
统，用于中国文学实践，又是否
会使中国理论有失语之虞？夏
志清-李欧梵-王德威，这一在
美国研究、品评、传播中国现代
文学的“三家轴心”面对这一难
关是怎样迈越的呢？他们的论
述对我启发颇多。

夏志清一再强调要有自己
的理论积累，他坚持“如果没有
相当的积累，反而会被理论牵
着鼻子走”。他说：“只要是优
秀的批评家，我都学，才不管你
什么派呢。”他认为不仅要看批
评家的东西，还要看他所批评
的作家。这个理论好不好，不
仅一定要看他的原文和他批评
的对象，还要看他走的路，他怎

么会这么评论。
李欧梵则进一步指出：“现

在流行的是先看理论，几乎每
一本书一开始就演出一套理
论出来，如果你没有一个理论
来开始的话，你这本书就好像
是很传统、很落后的东西。”他
抱怨说，“现在我们看得太多
的研究都是建立在一种莫名
其妙的理论基础上，用了一大
堆新概念、新名词，可是却没
有新材料、新结论”。他的方
法与此不同，他是先找出一些
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然后参
照脑子中储存的各种理论，得
出自己的结论。在这个过程
中，他提倡“将眼光放远，不再
执着于批评和理论所暗含的
道德优越性和知识（政 治）的
权威感，而专注于批评和理论
所促动的复杂的理性和感性
脉络，以及随之而来的傲慢与
偏见”。他的思考对于反思一
个世纪以来的理论和批评是

十分有益的。
王德威则尖锐批评了某些

海外学者追随西方的当红理
论，并迅速转嫁到中国领域，以
至于“理论干预”成了“理论买
办”的现象。他认为对理论的
关注，首先是为了磨炼批评的
工具，以便更深入地探讨学术
问题及其用心。任何理论和方
法，其合法性应该建立在其是
否能增进我们对某一文学现象
的了解之上。

读完这些海外汉学访谈，收
获当然远不止于此。其他诸如
有关人文主义与知识分子边缘
化的讨论，将中国现代文学中
的抒情与史诗传统延伸为话语
模式、情感功能和社会政治想
象来研究，区分“再现”和“代
表”的不同，指出“不能因为我
的任务是再现中国，那我就真
的代表中国”，等等，这些都是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核心问
题，也都给我以深深的启发。

□乐黛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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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海外华文文学创作数量激增、影响力增强，而北美新移民
文学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研究者对北美地区华文文学的关注主
要是面向美国和加拿大的华侨华人写作。尤其是近些年新移民作家如张
翎、陈河、薛忆沩、李彦、曾晓文、宇秀等人的创作，呈现出新的特质。

9月17日-18日，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联合加
拿大约克大学、温州大学举办了“回顾与前瞻：新世纪加拿大华文文学”国际
学术研讨会。海外华文文学有哪些新的发展？今天的海外华人作家是如何
想象和书写中国的？羊城晚报记者专访了暨南大学文学院白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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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这 次 研 讨 会 为
什么选择侧重讨论加拿大华文
文学？

白杨：以三校合作的方式举
办这次加华文学专题研讨会，
有一个历史的机缘。2010 年 7
月，由暨南大学、约克大学和加
拿大中国笔会联合主办过一场

“加拿大华裔/华文文学国际学
术研讨会”。当时的反响很好，
到 2017 年时，温州大学加入了
这个合作，因为旅居多伦多的
作家张翎、陈河都是温州人，温
州大学近年来在做“加华文学
中的温州现象”研究，因此暨南

大学、约克大学和温州大学合
议成立了一个“加拿大华文文
学研究工作坊”，由三校轮流举
办学术研讨会、讲座，希望以此
来推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及传
播。2017 年到 2019 年期间，已
经在约克大学、温州大学分别
举办过加华文学专题研讨会，
此次暨大承办会议是这个工作
坊的系列活动之一。

从创作的成果看，可以说加
拿大华文文学是海外华文文学
的重镇之一。新世纪以来，有
一批创作者推出了具有历史厚
度和现实观照意义的作品，从

题材选择、人物塑造到思想意
识的表达，在很大程度上拓展
和丰富了海外华文文学的写作
空间。其中有的作品还被改编
为影视剧，像张翎的小说《余
震》被改编为电影《唐山大地
震》，产生了跨媒介传播的效
应。这些因素的合力使加华文
学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和研究
者的关注，此次会议的主题是

“回顾与前瞻：新世纪加拿大华
文文学”，意在探讨、总结加华
文学的成就与经验，探索讲好
中国故事、推动中外文化交流
的新路径。

羊城晚报：从您的阅读经验
看，新世纪加华文学有哪些值
得推荐的优秀作家、作品？

白杨：新世纪以来，加华文
学呈现出不同作家代际、多重文
学视野丰富发展的面貌。从创
作的成果看，张翎的《金山》《劳
燕》，陈河的《沙捞越战事》《米罗
山营地》《天空之镜》等，都把自
己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放入历史
的追忆中，在一种世界性的视野
中呈现中华文化的经验。在这
个过程所产生的碰撞、冲突，以
及由于中华文化作为一种根性
文化的因素，对于人物在文化选
择、生存意识及生存观念中起到
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所以，他
们两个人的创作，在近年来也受
到学界比较多的关注和研讨。
这些作品打捞被历史湮没的早
期赴北美地区华侨华人的海外
生存史、奋斗史，特别是挖掘华
人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曾发

挥的作用，在题材选择和历史意
识的反思等层面都体现出独特
性，扩展了以往海外华文文学创
作的内涵。

此外，李彦、薛忆沩从不同
视角对白求恩故事的重塑，也带
给读者新异的感受。作为国际
共产主义战士的白求恩，搭建起
了中国和加拿大在历史上一段
难忘的友好记忆，曾经有许多文
艺作品以白求恩为原型进行再
创作，李彦、薛忆沩在旅居加拿
大期间也进行了相关史料的搜
集，并以对个体生命的审视为切
入点，尝试重新讲述日常生活经
验中白求恩的生命故事。

还有曾晓文的作品，她比较
多地描写移民在现实社会中遇
到的问题，并呈现不同族裔、不
同生命经历的人们相互理解的
情感，她称自己的创作是“身处
叙事现场的移民书写”，“应选
取有温度、有张力的情节和意

象，让自己的创作在拥有土地
之后，可以插上翅膀飞翔”。

陈浩泉的散文集《用双脚阅
读地球》，也在跨国越界的生命
行旅中，表达对故国原乡的思恋
和对不同国别文化的观察思考。

生命经验中的流动性经历
促发了当代海外华人作家对文
化流动性的思考，使他们的创
作呈现出不同于20世纪早期先
侨移民的纪实性写作，或者是
五六十年代留学生文学思潮时
期的创作，在文化立场和文化
态度上都表现出更明确的主体
性意识。正如加拿大研究者吕
燕所言，20 世纪早期的加拿大
华人移民书写关注的多是离散
经历、文化冲突与身份困惑等
问题，而近些年来随着新移民
作家群体的壮大，加华文学将
目光投向复杂交错的多向迁徙
和文化联系，这种变化是值得
关注的。

羊城晚报：海外华文文学的
主题不再只是简单的“怀旧”与

“思乡”，这种变化是如何呈现
在新世纪以来海外华文文学的
创作中的？

白杨：对创作的变化，有一
些研究者一直在做追踪讨论。正
如东南大学的张娟教授谈到的，
海外华文写作首先要面对的就是
身份问题。白先勇的《纽约客》系
列中，在居住空间和心灵空间上，
中国留学生与西方文化都存在不
容忽视的鸿沟，可以说基于差异
体验的身份焦虑成为海外华文反
复书写的主题。在具有异域色
彩的历史事件和族裔叙事中，又
往往会强调东方的神秘与超自
然，满足西方读者的“窥视”欲与
东方想象。近些年来，由于中国
国际地位的跃升，中西差异和隔
膜的逐渐弱化，新移民的生活境
遇也得到极大改变，这批作家的
笔下，不再停留在过去书写难以
融入的情感状态，海外华文文学
不再只是简单的“怀旧”“思乡”和

“自我东方化”，而是站在中西文
化语境中，以平等的视角呈现文
化融合所带来的系列思考，“中国
故事”也开始在更广阔的世界语
境中进行。

以陈河为例，他是这种变化
中比较典型的作家。陈河很少

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弱势族群
的“他者”形象。即使在《沙捞
越战事》描写马来西亚沙捞越丛
林的原始与残酷，也并没有将长
屋、猎头族等东方奇观元素当作

“西方”对“东方”的“窥视”与
“猎奇”，而是用客观的叙述语
体穿插编织起来，写作态度理性
而客观。他的长篇小说《甲骨时
光》对不同国籍的寻宝者的描
写，同样展示出了人性的复杂性
和历史的丰富性，表现出了一种
坦荡包容的民族自信。

再以张翎的创作为例。她
早期的一些作品，比如《雁过藻
溪》还有伤痕文学叙事的痕迹，
但从《金山》《劳燕》的创作中，
已经呈现出历史的厚重感。近
些年来，她经常回到国内，对于
国内的现实生活和社会变迁都
有所关注，也尝试在中外文化交
融中寻求新的创作路径，她的小
说《廊桥夜话》，直面乡土社会
的生存困境和伦理难题，带给读
者一些对现实问题的思考。

羊城晚报：海外华文文学的
研究，以往比较常见的形式是按
照地域、国别来分类进行，对此
您是如何看的？

白杨：的确有你提到的这种
情况，但讲述的便利和对文学特
质的评判还是不同层面上的两个

问题。研究者有时用地域性标准
来宏观地描述不同区域华文文学
的特征，有其客观必要性。受历
史、政治、文化、宗教等诸多因素
的影响，不同国家地区的华人所
要面对的生存体验是不同的，所
以他们提供的文学面貌会具有地
区的共性，从这些共同性出发再
考察作家个体的差异性，会带给
我们不同的阅读感受。不过，从
另一个角度说，对作家个体的研
究需要超越对共性的认识。南京
大学刘俊教授认为，一个真正优
秀的作家，他的特点一定是非常
独特的，跟地域可能没有太大关
系。重要的是作家的创作给文学
史或者同一个时期的文学创作提
供了哪些新的独特的经验，包括
语言的经验、文学题材的经验、主
题的经验等。

澳门大学的朱寿桐教授也
提到，“身处海外的汉语文学家
所体验的人生更加宽阔，阅读面
也较广，超出了一般作家的视阈
限制，这是他们的‘超限体验’，
更是他们的文学所具有的某种
优势”。 他们的生命体验呈现
出超越中国本土文化的开放性
和包容性特色，这是华文文学创
作常常更能够体现中华文化自
信的主要原因，也是海外华文文
学最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

三高校合作总结加华文学经验

不同于早期先侨移民的写作

海外华文作家的“超限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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