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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研究是认识世界的重要途径

刘洋（以下简称为刘）：刘洋（以下简称为刘）：王老师，您好！非常高兴和荣幸与您进行此次

访谈。您是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著

名学者，在外国文学的研究、教学、译介等多方面均做出了卓越贡献，许多

后辈学人都对您的学术生涯非常感兴趣。您曾描述自己的学术研究经历了英

国文学——美国文学——世界文学——现实主义文学的历程。请您首先谈谈

作为您近 40 年学术旅程起点的英国文学研究。

王守仁（以下简称为王）：王守仁（以下简称为王）：英国文学研究是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重要

组成部分，历经百余年的学术史。自近代中国高校设置英语科目和专业以

降，英国文学在课程设置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我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通过

高考进入南京大学读本科的。当时的英语专业文学课比重大，但只开设英国

文学，我上了两门必修课程：“英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选读”。后来去

英国伦敦大学留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选题都是19世纪英国文学。读博期

间给美国的Studies in Browning and His Circle期刊投稿，1988年发表的论文

是讨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人罗伯特·布朗宁（Robert Browning）的文学创

作。1990年在英国麦克米兰出版公司出版英文专著The Theatre of the Mind: A 
Study of Unacted Drama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我对英国文学有浓厚

兴趣，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一直在英国文学研究领域

进行学术探索。从英国学成回国后我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

《当代外国文学》《南京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英国文学研究论文，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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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文学简史》（2006）《20世纪英国文学史》（2006）《英国文学批评

史》（2012）《英国文学史论》上下卷（2016）。作为英语文学的本源和重

镇，英国文学历史悠久，传统深厚，保持着世界性影响。五四时期鲁迅的

《摩罗诗力说》“别求新声于异邦”（68），介绍了以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

伦为代表的“摩罗诗派”，郭沫若谈及雪莱对自己文学创作的影响时，声称

“译雪莱的诗，是要使我成为雪莱”（19）。马克思关于狄更斯等英国批判

现实主义作家的论述对中国现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发展起到指导作用。我的导

师范存忠先生研究18世纪英国文学，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注意到中国文

学对西方产生的影响，是中国比较文学和英国文学研究的开拓者。我致力于

英国文学研究，是继承南大的学术传统。在历史长河中，世界各国文学文化

是在相互联系、交流、借鉴、影响中向前推进的。英国文学是世界文学宝库

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富有生机和活力，吸引着我不断地追索其中深刻的文学

话题，并对其在新时代产生的新问题保持关注。

刘：刘：您在研究英国文学的同时开展美国文学研究，取得同样甚至更为丰

硕的成果。您曾担任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对推动中国的美国文学研

究做出了历史性贡献。请问您为什么要研究美国文学？又是如何开展美国文

学研究的？

王：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承担着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

政育人、服务社会的职责。20世纪美国文学在世界文坛崛起，从过去英国文

学的一个部分发展成为独立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民族文学。研究美国文

学，有助于我们认识创造了美国文学的美国人民，也可以借鉴美国文学的发

展经验。改革开放前，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国家对美国文学的研究比较

薄弱。1980年代末我学成回国后，感到有必要加强我们国家的美国文学研

究，便在开展英国文学研究的同时，研究美国文学。我在国外发表的第一篇

学术论文的研究对象是英国文学，在国内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的主题则

是美国文学，我用英文撰写“Thoreau and Confucianism”刊登在《外国语》

1988年第2期。文学记录历史进程，反映社会生活。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我

始终将美国文学的发展与美国社会历史相联系，注重揭示其内在关联。如讨

论20世纪上半叶美国作家威拉·凯瑟（Willa Cather）的小说《一个失落的女

人》（A Lost Lady, 1923）的文章将女主人公视为“连接拓荒时代与金钱时代

的中间人物”，认为她的故事“折射出历史的发展变化”，即美国正从农业

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形（“论《一个失落的女人》” 147）。发表在《当代外

国文学》1996年第3期上的文章“汽车与50年代美国小说”以塞林格（J. D. 
Salinger）、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和

厄普代克（John Updike）的作品为例，说明这些作家“通过描写汽车时代的

社会生活来表现美国文学中‘出走’这一母题，从而赋予其作品社会批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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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鲜明时代特征”（112）。我对美国族裔文学关注尤多，发表了一系列

关于美国非裔、华裔、墨西哥裔作家作品的研究成果。我撰写的《性别·种

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美国二十世纪黑人文学》（1999）是国内第一部

研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里森（Toni Morrison）小说创作的学术专著。阅读

莫里森的小说，读者可以了解到从17世纪一直到今天的美国黑人社会史。我

在该书“绪论”中指出：“美国黑人文学是在历史、现实、非洲文化、白人

文化等诸因素合力作用下产生、发展、壮大起来的”（3）。莫里森的作品

“始终以表现和探索黑人的历史、命运和精神世界为主题，思想性和艺术性

完美结合在一起”（25），因此，研究莫里森必须结合她所生活的时代，以

挖掘其作品中蕴含的社会历史内涵。我和刘海平教授共同主持的国家社科基

金“九五”规划重点项目四卷本《新编美国文学史》也充分体现了这种社会

历史批评思想。正是这种关注现实生活的文学研究可以贡献出关于美国社会

和历史文化的有用知识，而这是我们外国文学工作的价值所在。

刘：刘：进入 21 世纪，您进入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即从英国和美国等国别

文学拓展到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学，从全球视角审视世界文学版图，获得对当

代外国文学系统深入的认知。您是如何跨越国别疆界，在世界文学视域下开

展外国文学研究的？

王：王：我虽然在英国接受研究生教育，后来又两度去美国访学，但较早

就认识到英语文学并非都在英美，有意识地关注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的发

展。2007 年我与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的老师共

同发起成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英语文学研究分会”，并于 2011-2015 年间

担任会长。2012 年 11 月我在《社会科学报》撰文，明确指出“促进英语国别

文学的研究和教学，是中国外国外国文学学会英语文学研究分会的任务”。世

界文学视域的形成与我参加的几个国家级项目有关。1996 年，中国社会科学

院学部委员、时任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的吴元迈先生启动五卷本《20
世纪外国文学史》撰写工作，邀请我参加并负责英国文学部分撰写。第二年

该课题获批国家社科基金“九五”规划重大项目，吴元迈先生担任主编，北

京大学陶洁教授和我担任副主编。该文学史著作于 2004 年问世，2008 年获第

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我除了撰写每一卷中 20 世纪不同时期的英国文学发展

史章节之外，还担任第 2 卷“1914 年至 1929 年的外国文学”主编，对这一

时期的外国文学发展状况进行全方位考察。这一卷涉及近 40 个国家与地区的

文学，涵盖现实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文

学、俄苏形式主义批评理论等主题。在编纂这一卷的过程中，一方面，我培

养起了文学研究的全球视野，开始有意识地将外国文学视作整体，从世界范

围看待问题，认识到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 20 年代末，现代主义成为了跨越国

家与语言边界的世界性文学与文化现象。另一方面，我有意识地深入到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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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历史状况当中，挖掘某种文学潮流生成和发展的经济、政治、思想和

文化原因。吴元迈先生在全书的“绪论”中指出，五卷本《20 世纪外国文学史》

的意义与价值在于为了“新世纪的前行，全面回顾、思考和总结”（1）已经

逝去的 20 世纪，同时它是一部“涵盖 20 世纪亚非国家和欧美国家文学即东

方和西方文学的全景文学史”（18）。整部文学史将展现外国文学的共性规

律与各国别地区的个性特点相结合，又将扩展全球视野与联系中国实际相结

合，内容详尽，气势恢宏。它是我进入世界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契机。

刘：刘：您在第 2 卷“概论”中指出现代主义出现的社会历史原因之一是第

一次世界大战。诚然，不仅仅是一战，两次世界大战都对全球政治、经济、文

化版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战后世界进程与外国文学进程研究》四卷本中

所称的“战后”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可否请您谈谈这部著作的撰写情况？

王：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四卷本《战后世界进程与外国文学进程研

究》（2019）在一定意义上是“20世纪外国文学史”课题研究的延续，但在

项目的目标规划、总体设计、内容安排、工作思路等方面都表现出明显不同

的特点。我主持这个项目，将历史进程与文学进程并置考察，是基于对文学

与现实生活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认知，即一定时代的文学是在一定时代的社

会生活和经济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二战后外国文学具有与以往历史时期外

国文学不同的艺术特征和时代风貌，而要揭示战后外国文学独特的艺术进

程，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后者放到生产它的战后世界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和

辨析。

在具体操作层面，《战后世界进程与外国文学进程研究》一方面按照文

学思潮、文学流派发生发展脉络，揭示其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的深刻背景，分

析外国文学的特点，另一方面按照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和标志性事件的事件节

点，阐述战后外国文学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四卷本分别探讨战后现实主义文

学、后现代主义文学、全球化视域下的当代外国文学、新世纪外国文学发展

趋势四个领域的问题。这样的分卷本划分方式与此前的外国文学史著作具有

明显不同。四个领域的提出是站在整体性的角度去观照世界文学，破除西方

中心主义，以全球视域对外国文学进行考察的结果。在研究西方文学的同时，关

注非西方国家的文学发展，从而展示波澜壮阔的世界文学全貌。有评论者提

出，该书突破了美国中心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突显了战后文学差异化中

的统一性与全球化中的区域性特征”（徐兆正 169），是一种“总体性”的外

国文学研究方式。四卷本在横向比较和纵向梳理中展示战后外国文学发展的

整体形态和特性，阐述其演变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对于我们借鉴人类优

秀文明成果、深刻理解中外文学文化异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理

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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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新社会历史批评理论与方法

刘：刘：我注意到，您在谈论自己的上述研究时，经常提到“生活”、“社

会”、“历史”这几个关键词，那么您是如何理解文学与上述几个关键词之

间的关系的？

王：王：要厘清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就要明确我们对文学的定义。从我个人

的文学批评和研究实践出发，我认为文学与生活之间存在着深厚联系。对于

文学批评而言，生活是与意识形态、审美、语言、伦理、表演等同样重要的

概念，不应该被文学的研究者忽视。文学作为一种书写艺术，是生活的审美

表现，时代的文化表征；生活则是文学的源泉和土壤，是文学的表现对象。

生活（life）作为关键词，曾出现在弗吉尼亚·吴尔夫（Virginia Woolf）的《现

代小说》（“Modern Fiction”, 1919）一文中。她讨论了与生活关系最紧密的文

学体裁——小说，并表达了对生活的看法，认为“生活不是一系列对称的车

灯，而是一圈光晕，一个半透明的罩子，它包围着我们，从意识开始到意识

结束”，而小说家的任务则是“表达这种变化多端的、未知的、不受限制的

精神”，它们才是“小说的适当材料”（128）。这说明生活难以被固定的艺

术范式框定和描述，但其存在又不可被否定。这种幽微难言的玄妙正是文学

表达的独特之处。文学以个体和个体的生活作为表征的对象，但个体和个体

的生活不是自始至终恒定不变，个体也不仅仅生存在自我构筑的牢笼之中，而

是时时刻刻与外界发生关联、产生矛盾，并且在关联与矛盾中运动、发展、变

化。因此，文学在细致入微地表现生活肌理的同时也触及历史发展的脉搏。另

外，文学作为“事件”，是历史的参与者，又积极干预生活，促使社会发生

变革与进步。

刘：刘：您在《战后世界进程与外国文学进程研究》的“总序”中谈到该书

的研究思路时说道：“通过勾勒战后历史进程，分析战后政治、经济背景及

重要社会文化思潮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解读具有重大

影响的外国文学流派和作家作品，进而梳理和描述文学的产生、流通、变化

与社会存在之间的复杂关系”。您的研究基本采用了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请

问您如何理解社会历史批评？

王：王：我的外国文学研究遵循的是社会历史批评范式，正如陈众议先生所

说：“延承传统社会历史批评，同时对不同学科、不同学派兼收并蓄，不拘

一格，具有鲜明的跨学科取向”（“话语之弧” 150）。社会历史批评将文

学与历史-社会相联系，关注它们之间的影响与互动。俄国社会历史批评的

奠基者别林斯基（Vissarion Grigoryevich Belinsky）指出：“现实与艺术和文

学，正如同土壤与在它怀抱里所培育的植物一样”（428）。文学根植于社会

现实的土壤之中。我认为，文学是作家从个体生命的角度出发，在讲述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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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具体感受和体验的过程中展现人性，描写生存环境。作家生活在特定的

历史时代，作品中呈现的生存环境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性，因此，文学被视为

生活的审美表现和时代的文化表征，社会历史进程对文学的发生发展产生影

响。我在《20世纪外国文学史》第2卷的“概论”中指出，“现代主义文学

时代的到来有其深刻的历史社会原因和复杂的文化思想背景”（1）。“文

章合为时而著”，文学折射了不同历史时代的社会现实。《战后世界进程与

外国文学进程研究》涉及两个“进程”，即世界历史的进程和外国文学进

程，分析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后现代主义文学为例，它作为一种国际现

象在各个国家的发展进程并不同步，并且因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而带上

特有的民族性印记。如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现代主义在美国风头已过，然

而在俄罗斯却开始了以后现代主义为文学标志的俄罗斯文学新时代：俄罗斯

后现代主义文学解构和颠覆的主要对象是以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化为

代表的苏联官方文化，苏东剧变使后现代主义文学得以“走出地下”，“在

俄罗斯的合法化、在广大读者中的流传是时代和文学发展的要求和结

果”（413）。在讨论新世纪后现代主义的流变与影响时，我将“9·11”事

件视为对后现代主义主义的“致命一击，这反映了历史进程对文学进程的决

定性影响”：“9·11”事件中近三千人丧生，“这一血淋淋的现实向世人昭

示，现实世界的客观性并非解构主义所宣称的那样可以消解，作家不能也不

可能无视周遭生活而沉溺于文字游戏”（26）。这些论点都是建立在文学与

历史进程之间的关联基础之上。

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人们的观点、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

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

改变”（47）。马克思主义将文学艺术纳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社会结构

中，为人们认识和界定文学的社会性以及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研究文学问题提

供了宏观的解释框架和理论基础。与社会历史批评相对立的是形式批评。早

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韦勒克（René Wellek）与沃伦（Austin Warren）合著

的《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 1949）曾倡导“阐释和分析文学作品

自身”的“内部研究”（139），将有关历史和社会的研究隔离于“外部研

究”。“新批评”作为“内部研究”的典型范式，专注于“精致的瓮”的文

本结构，但实际上“新批评”本身亦是特定历史-社会语境的产物。文学文本

内涵丰富，象牙塔里单一的形式批评将世界符号化，使外国文学研究脱离现

实生活，面临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时，无法贡献有关

当代外国的有用知识，而社会历史批评有助于扭转文学批评日益边缘化的趋

势。将文本“嵌入”（embedment）特定的历史与社会语境，从历史必然性的

高度，在文学与历史-社会的各种关联中揭示作家对生活和时代的洞见，也可

以更加有效地分析作品的形式及其变化。



188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 Vol. 8, No. 2, June 2024

刘：刘：您提到的现实主义文学，可否被认为是与生活、社会和历史联系最

紧密的一种文学创作模式？文学研究中的现实主义何以成为创新社会历史批

评理论与方法的突破口？

王：王：现实主义文学确实与生活、社会和历史的联系最为紧密。詹姆斯·伍

德（James Wood）在讨论现实主义小说之时曾提出“生活性”（lifeness）概

念，“真正的作家”应该能够“把握住生活的全部范畴”（179）。奥尔巴赫

（Erich Auerbach）和卢卡奇（György Lukács）的现实主义理论均强调现实主

义与生活、社会、历史之间的紧密关联。社会历史批评侧重研究文学作品与

社会生活的关系，现实主义与社会历史批评的核心命题具有内在逻辑的自洽

性和一致性，自然成为创新社会历史批评理论与方法的突破口。

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本身具有复杂性和历史性，狭义的现实主义如韦勒克

所言，是一个“时期概念”（2），指 1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广义的现实主义，是

小写的 realism，泛指自觉或不自觉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作品。创作方法

是作家艺术地认识和反映生活的方法。人类自文学艺术创作活动出现，就运

用一定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包含创作精神、创作原则和创作手段

三个要素。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精神指作者所秉持的文学观，即在文学与现

实之间建立起关联。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原则是追求真实，自觉或不自

觉地践行这一原则的作品可视为具有现实主义倾向或特色的文学。作为具体

手段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则是包容并蓄，多种多样，服务于作家表现生活、表

征时代的目的。现实主义就其创作方法而言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维度，具有各

种形态。

从社会历史批评基本立场出发，我不断地思考如何对现实主义进行体系

性建构，试图整理出一套系统性的现实主义文学原理。现实主义的知识谱系

建构可以沿核心概念与批评范式两条轴线展开——一方面是现实、摹仿、真

实、虚构等需要纳入现实主义理论体系之内进行系统性辨析与考量的关键术

语，另一方面是认知、审美、情动、跨媒介等多维度的批评范式。在现实主

义知识谱系之中，这些结构性关键词相互渗透融通，互为支撑，构成一种对

话关系。正是在这样一个对现实主义的重新审视、思考和探究过程中，社会

历史批评理论与方法得以不断丰富内涵、创新发展。

三、努力建构中国特色外国文学知识体系

刘：刘：我了解到现实主义文学原理研究是您近年来一直在做的研究课题，旨

在建立起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批评新范式。2022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

民大学时强调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

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确，文学研究领域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是近年来学

界的热点问题。请问您是如何理解外国文学知识体系的？ 
王：王：外国文学知识体系中，“知识”是一个核心词。我们说，知识是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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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通过感知、思考、学习等方式获得的信息、理解和认知，它是主体与他者交

互作用所获得认识与经验的总和，包括了世界上的各种事实、原理、规律和技

能。人类通过思维活动，从感性经验到理性思考，从具体到抽象，从表层到深

层，不断地积累和扩展自己的认知和理解。随着知识的增加，人们对其进行分

类，形成各个学科领域专门化、系统化的知识。个别的、具体的知识概念经过

系统集成构成具有稳定结构、内在联系的知识体系，是对相关领域结构化的整

体性认识和本质性理解，体现了知识的连贯性和系统性特点。外国文学，顾名

思义，它“外”字当头，有别于中国文学，指外在于中国的世界各国文学。外

国文学研究是在中国语境下研究世界各国文学，贡献关于外国文学的知识，建

构外国文学知识体系。目前大部分外国文学研究成果是以中文为载体，外国文

学知识体系是为中国读者服务的，“为了繁荣、发展和强健中国文学这个母

体”（陈众议，“二为方向” 6）。汉语中的“知识”两字可分开来解释：“知”是

知道、了解，“识”是见识、思想观点，两者不可完全分割，相互关联，但大

致还有所区别。我认为，外国文学知识体系在“知”的层面主要有译著、大百

科全书、外国文学史等，在“识”的层面主要是论文专著，表现为学术研究的

见识和思想观点。建构外国文学知识体系，需要关注四要素，即译著、大百科

全书、外国文学史和论文专著，特别是后者涉及到文学批评思想。近年来各种

批评理论层出不穷，如文学伦理学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生

态批评理论等，而社会历史批评在当今文学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建构外国

文学知识体系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之一。

刘：刘：外国文学知识体系中的译著要素包括外国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理论

的译介，请您谈一谈翻译对于我们外国文学知识体系构建的价值，并介绍一

下您的外国文学翻译实践。

王：王：外国文学作品和批评理论的翻译是外国文学知识体系的基础要素。翻

译为中西方文化的繁荣、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外国文

学翻译丰富了中国文学的体裁、主题与形式，直接推动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现

在，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结果甫一公布，出版社即迅速推出获奖作家作

品译著。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功能之一是拓展我们的阅读视野，去关注本来

我们忽视的优秀作家作品。这一现象表明，外国文学翻译是一个“无涯”的

知识体，其容量需要不断扩大，其疆界在不断突破。我主张外语教师，不论

是研究语言还是文学，都要做点翻译。我自己进行翻译实践，发表了各类翻

译作品。我的外国文学翻译涉及领域比较宽泛，既有英国经典作家哈代（Thomas 
Hardy）的小说《还乡》（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1878），也有加拿大当代

作家阿瑟·黑利（Arthur Hailey）的畅销书《晚间新闻》（The Evening News, 
1990），我撰写的莫里森研究专著《性别·种族·文化》书后附有作品节译，选

自莫里森的《爱娃》（Beloved, 1987/ 又译《宠儿》）等 8 部小说以及她的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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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演说全文。我担任《赛珍珠作品选集》副主编，译著有她的长篇小说《群

芳亭》（Pavilion of Women, 1946/ 合译）和短篇小说《海浪漂来的女人》（“The 
Woman in the Waves”, 1976）。除了赛珍珠（Pearl S. Buck）和莫里森之外，我

还翻译了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作家戈迪默（Nadine Gordimer）的短

篇小说《闯入者》（“An Intruder”, 1993）。戈迪默的文学创作揭露种族隔离

制度造成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描写了不同历史时期黑人与白人的命运。2005
年她主编短篇小说集《爱的讲述》（Telling Tales, 2004），收选包括诺贝尔

文学奖得主在内的 21 位当代作家的短篇佳作，将出版利润和作家所得版税

全部捐献给艾滋病教育和防治事业。我有幸受邀翻译南非作家代表大会主席

恩代贝尔（Njabulo S. Ndebele）的短篇小说《儿子之死》（“Death of a Son”, 
1996），不仅促进了南非英语文学在我们国家的传播，还见证了外国文学翻

译介入现实生活、直接帮助防治艾滋病事业发展所发挥的作用。我曾写过“论

译者为创造者”文章，认为译者根据文学原著创造了一个新的“语言现实”：

“翻译是一种创造性活动，每一个译文都是一个文本（text）”（46）。在“论

译者的任务”一文中，我接受本雅明把译文看作是原著“来世再生”的观点，指

出“原著在转胎投世过程中经受了变形，因此，译文尽管是原著生命的延续，它

与原著必定不一样”，是可以与原著“平起平坐”（38）的新文本。总之，外

国文学的译著是外国文学知识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外国文学作品和批

评理论的译介是建构知识体系的基础性工作。

刘：刘：您参与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外国文学学科条目的编写工作，您

对中国大百科全书在建构外国文学知识体系中的作用有什么认识？

王：王：百科全书汇集人类一切门类知识或某一门类学科的知识，提供较为

完备的概要解释。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全面反映科学文化发展新成就、新

发展、新变化，构建中华民族现代知识体系，其中包括了外国文学知识体系。作

为第三版美国文学分支主编，我在编写过程中确保条目体现专业性、权威性

和时效性。我们生活在网络时代，读者有多种渠道获得信息，如果条目内容

不可靠、不完整、不权威，读者就不使用了。专业性和权威性来自条目的质量，质

量是生命线。根据计划，第三版在一二版条目的基础上增加 2 倍，实际新增

330 多条，一二版修订 30 条。新增条目有作家作品条目，如近年获得诺贝尔

文学奖的鲍勃·迪伦（Bob Dylan）和格吕克（Louise Glück）等，也有文学类别、重

要文学现象、学派和流派条目，如少数族裔文学、科幻文学等，还有对作家

进行重新评价，目的是能呈现美国文学的全景和新发展。我邀请术有专攻的

专家参与这个基础文化工作，自己撰写了 50 多条，包括当代作家如德里罗

（Don DeLillo）、多克托罗（E. L. Doctorow）、库弗（Robert Coover）、麦

卡锡（Cormac McCarthy）以及科幻作家勒奎因（Le Guin）等。中国大百科全

书是权威知识宝库，为建构外国文学知识体系提供了可靠的知识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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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刘：您前面提到在外国文学史方面您做过许多工作。请问在文学史编纂

的过程中，您是否也考虑到了外国文学知识体系的建构问题？

王：王：我在外国文学史编纂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主编或参与编写

的外国文史著作涵盖通史、断代史、国别史、文类史。文学史是关于文学发

生、发展、嬗变的历史叙述。在“知”的层面，文学史书写涉及大量文学史实，如

同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史是中国读者获得外国文学知识的重要途径。同

时，文学史也包括了“识”，是文学史家依据一定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对

相关史料进行选择、取舍、辨析和组织而建构起来的一种具有自身逻辑结构

的有思想的知识谱系。文学史作为对文学史实的表征和解释，会因文学史家

的身份、立场、历史观不同而不同，会随着时代而发生变化。我曾为李赋宁

先生主编的《欧洲文学史》撰写书评，指出文学史叙述具有历史性和建构性，“写

文学史涉及对文学史实进行系统化、结构化，是一个概括、抽象、提炼的过

程”（“我们时代的欧洲文学史”，146）。

我以社会历史批评的文学观为指导来书写外国文学史，强调社会历史与

文学之间存在深层的关联。《新编美国文学史》第 4 卷重点讨论的部分作品

是基于它们蕴含的社会历史价值。文学作品隐含着作者对生活的认识、态度

和价值取向，因此，忽视社会存在和历史背景不足以深入理解作家、作品。但

是，文学批评要避免将文学简化为对社会历史的机械反映的倾向。我创新外

国文学书写方式，努力探索、理解和揭示出作家、作品与时代三者之间关系

的复杂性，关于文学史的叙述隐含着从背景到作品的途径，但走的是曲径通

幽的路子。

人们掌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可分为三种，即实用的、科学的和审美的。文

学作品是时代和生活的审美表现，在编纂外国文学史的过程当中，我将社会

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相结合，作为评判作家作品的标准，注重把握文学思潮

变革的动向与规律。如我撰写的《20世纪外国文学史》第 2卷“乔伊斯”（James 
Joyce）一节首先充分肯定了《都柏林人》（The Dubliners, 1914）等早期作品

在表现爱尔兰民族精神与集体意识方面的意义，其后便将重心转向了他文学

创作的艺术特色以及他对小说体裁的独特贡献。我将《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1916）放在作为整体的小说史中进行

考察，赞扬“这部小说打破传统‘成长小说’的模式”（128），通过对《尤

利西斯》（Ulysses, 1922）《芬尼根守灵夜》（Finnegans Wake, 1939）作品中

词语、句式、叙述、结构、文体等比照分析，论证乔伊斯对传统的叙事范式

进行变革，将意识流引进现代小说，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小说语言和叙事方式，并

从“乔伊斯的爱尔兰民族主义倾向与文体之间的关系”（135）出发，评价他

对英语的使用。

作为扎根中国大地的当代外国文学工作者，在编纂文学史的过程中，我

注意与西方文学史家保持批评距离，突出中国学者研究的主体性，力求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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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学的发展形成自己的理解、认识和结论。如《新编美国文学史》在编纂

的过程中恰逢美国学界对文学史编写展开论争，以《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

（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987）和多卷本《剑桥美国

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1994-2003）为代表

的新文学史书写受到后现代主义理论影响，摒弃了连贯性和系统性的编写原

则，强调断裂性和多样性。然而我们编写的美国文学史有自己的出发点和读

者受众，有自己的国情和文学史论背景，所以在对美国学界的文学史论争

保持充分了解的同时，我们采用了自主的编写原则，努力保证四卷本的连

贯、完整和系统性，建构起体系化的美国文学知识图谱。并且，我们对美

国主流文学史较少关注的中美文学关系作为重点进行考察：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与儒家学说的关系、惠特曼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艾略特（T.S. 
Eliot）诗歌在中国的译介、道家思想在奥尼尔（Eugene O’Neill）戏剧创作

中的反映以及他的戏剧对中国话剧的影响、赛珍珠对重塑中国人在西方文学

中的形象所做的贡献以及她的作品在中国的接受过程等，都有较为详细的论

述。这在完全由美国学者作者主编的文学史作品中难得一见，是中文世界中

关于外国文学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刘：刘：您提到了中国学者研究的主体性，我想请问您，建构外国文学知识

体系如何体现中国特色？

王：王：前面我将知识分为“知”与“识”两个层面，我们应该看到，以事

实信息形态被人们所知道、了解的知识是有疆界的，具有局限性。我们以大

百科全书为例。在英美世界被奉为经典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中，美国作家“赛珍珠”条目篇幅不长，对其反映中国抗日战争

的重要作品《龙种》（1942）也只提了书名，一笔带过。读者从《大不列颠

百科全书》中仅能获得关于赛珍珠非常有限的知识。相比之下，中国大百科

全书第三版的“赛珍珠”作家条目向读者提供了较为完整的作家生平、文学

创作成就、对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所做贡献的概要解释，还有《大地三部曲》《龙

种》和《同胞》三部中国题材小说独立的作品条目。可见，关于世界的知识

是人为建构的，受各种因素影响，存在差异性。我认为，构建中国特色外国

文学知识体系，应该注意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立场与需求，这其中包括价值

取向、中国元素、问题意识、话语系统等问题。我在《当代外语研究》2019
年第 5 期发表的文章“走中国特色美国文学研究道路”中提出，要坚持以马

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价值引领；体现当代中国学者的主体性，这里涉及到

中国学者的文化身份和批评立场，增强批判意识，做出独立判断；充分利用

中国历史文化资源，做出原创性成果；深化中外文学与文化的理解和互鉴，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用全球视野审视研究对象”，“彰显世界文学的

整体性”（9）。上述几点在推动中国特色外国文学知识体系建构的过程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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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资借鉴。

刘：刘：感谢您如此详细地介绍自己的学术历程并分享对于当下外国文学研

究事业的看法。我在与您对谈的过程中，脑海里时常浮现出“旧学加邃密，新

知转深沉”一句话。在您旧学与新知的启迪下，相信您的后辈学人一定会从

此次访谈中有所收获，并继续开拓社会历史批评的广阔前景。

王：王：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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