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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专家、翻译家与作家，学者陈众议的研究带有广博的跨文化视野、深

厚的学养与社会责任意识。他发展出“绝对的相对性”批评、“变数与常

数”、“陌生化”与童心辨析等原创理论视角。陈众议立足于文明互鉴、本

土文化与回归经典的价值立场，通过批判全球化时代的跨国资本与世界文

学，为中国的中外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开拓出

一条辩证发展的理论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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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众议先生是当代最重要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与文艺理论家之一。作为身

兼研究者、翻译家与创作者三位一体的“三栖”文艺理论家，陈众议先生凭

借横贯西语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跨文化视野，在拉美文学研究、中国文学与文

化进路的探赜上取得了突出成就。作为作家型学者，他的学术研究扎实而充

满创见；作为学者型的作家，他的创作充满恣肆的想象力与激情；作为拉美

文学译介与研究的先行者，他甚至影响了当代中国文坛创作的走向。作家阎

连科将其誉为创作内部的内行与创作外部的专家。1难能可贵的是，陈众议先

生始终保持着人文学者的社会责任意识与清醒自觉的批评立场，将他的学术

立场与主张贯穿到文学、电影等各类艺术形式的批评实践之中，推动了中国

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本文将陈众议先生及其研究置于比

较文学理论的发展语境下，对其核心学术观点进行总结，试图挖掘出陈众议

先生对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领域的独特贡献。

一、文学理论的变数与常数思辨

文学与文学理论的演进并非一朝一夕，而是以“加法”的方式对前人

之思展开批判、扬弃与继承的过程。这种演进为文学艺术作品的评判推演出

一套有效的术语体系与评判标准。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前

任所长、西班牙皇家科学院的外籍通讯院士与国家哲学与社会科学“万人计

划”领军人才，陈众议先生主持了“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等多项重大项

目，出版了十余部著述并发表了百余篇论文。他基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

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将“文学的变数与常数”作为核心的学术批评理念，

1　 参见 陈众议、阎连科：“文学资源两人谈”，《渤海大学学报》4（2018）：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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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运用于文学研究与批评实践。

在文学的发展中，变数与常数难分难解，互相缠绕。陈众议先生将神

话、传说、戏剧、小说与传记喻为文学的童年、少年、青年、中年与老年，

并在此基础上将文学的变数概述为向下、向内、向弱、向窄、向小，将文学

的常数归纳为审美特征、社会责任、创作方法与人物塑造、情节与修辞，

为文学的演变规律建立起参照系与研究框架。11、向下，“是指文学的形而

上形态逐渐被形而下倾向所取代”（陈众议，“下现实主义与经典背反” 
17）。陈众议先生认为，文学自中世纪起便一路“向下”，人们开始拥抱人

文主义，发现“人之美”，大部分以普通人与身体作为表征与隐喻的作品接

踵而至。文学不再主要描写读者高不可及的王公贵胄和英雄豪杰，而将笔触

指向普通人与底层人物。经此，文学经由浪漫主义转向批判现实主义，“向

下”的状态愈发显著。2 2、向内，即文学的表现内容从外部转向内心。陈众

议先生引用西班牙作家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
的相关论述，认为故事已经掘尽，小说再不可能以情节取胜。“去情节”是

现代小说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充满危机的20世纪，意识流的内心独白、幻

觉、梦呓甚至癫狂恰是表现灵魂孤独的有效形式。文学力求指涉灵魂深处的

意识，关注跳跃的、梦幻的、忧郁的、陌生的与新奇的心灵片段，通过向内

的形式拓新无限接近世界的真相。3 3、向弱，主要指文学作品的人物呈现

出由崇高到渺小，从英雄豪杰到凡夫俗子的“弱化”过程。陈众议先生特

别指出，虽然向弱契合了现代主义对抗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初衷，但容易滑

入自说自话、无病呻吟与审丑美学的境地。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技术

与知识合应打破了精英阶层对知识与话语的垄断，文化走向大众化，也进而

滑向了对市场的迎合与对观众的献媚。对此，陈众议先生高屋建瓴地剖析了

文学生产向弱的历史动力机制及其在当代的局限性。4 4、向窄包含两层含

义，一是指作家视野的窄化，二是指文学作品中人物活动空间的窄化。前者

由国家、民族、阶级等宏大叙事转向相对狭隘的自我叙事，后者由辽阔无边

的世界发展到方寸之间的厅房。20世纪80年代，人文社科领域发生了重要的

“空间转向”，空间逐渐摆脱了对时间的依附，成为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关键

概念。陈众议先生对文学空间向窄倾向的囊括与论述，在“空间转向”的理

论基础上丰富了文学研究的空间话语。5、向小，即作家们纷纷放弃了过往

“宏大叙事”高扬的“大我”，转而关注个体与“小我”。改革开放之后，

后现代主义解构风潮的推波助澜造成了虚无主义盛行。资本增殖的内生主张

1　 参见 陈众议：“文学的变数与常数——兼论‘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

4（2023）：83-98。
2　 参见 陈众议：“下现实主义与经典背反”，《东吴学术》1（2010）：17-24。
3　 参见 陈众议：《游心集：陈众议自选集》，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210-212 页。

4　 参见 陈众议：“文学的变数与常数——兼论‘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

4（2023）：8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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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生产着大众偶像。在这个意义上，陈众议先生痛心疾首地总结道：“屈

原以降，无数先烈为我们留下了充满家国情怀的慷慨诗文。同样，大量演义

记录了无数仁人志士为国为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铿锵身影。及至20世纪

五六十年代，尚有一系列红色经典继承和发扬大我精神。岂知倏忽之间，乌

泱泱的‘私小说’和网络‘纯虚拟’占据了文坛的大半壁江山”（陈众议，

“文学的变数与常数” 85-86）。作为陈众议先生对世界文学流变的基本概

括，“向下、向内、向弱、向窄、向小”这五大倾向相互关联，不分你我，

呈现出全球化时代文学发展的复杂化趋势。

在“变数”的基础上，陈众议先生进一步提出了审美特征、社会责任、

创作方法与人物塑造、情节与修辞这四大“常数”。1其中：1、审美特征是

文学的基本特征。陈众议先生通过对《论语》《诗学》等元文本的提炼，与

对荷马、亚里士多德、康德、马克思等先贤的审美唯心论与唯物论的辨析提

出审美是文学的基本常数与重要属性。2、社会责任体现出文艺作品的典型性

与普遍性等特征，肯定了文艺在现实中的社会责任价值——美离不开社会责

任。3、创作方法与人物塑造是作家创作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辩证法。如何使

作品中的世界与人物运转起来将最终导致每个作家与作品的不同命运。“艺

术的灵感来源于技巧”并非空谈，而是落实在从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到曹雪

芹等文学巨匠具体的写作实践之中的。4、情节与修辞不应在现代主义与后

现代主义的潮流中被否定与扬弃。相反，应当在眼花缭乱的流派与理论话语

下，建立起内容与文体的独立性、丰富性与生动性，从而扭转各种思潮下的

“轻情节”与现实主义以降的“轻修辞”倾向。

陈众议先生于杂乱无章、鱼龙混杂的世界文学之域去伪存真，精准地把

握住了五个变数与四个常数，勾勒出其中变化、交织与演绎的轮廓，实现了

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辩证统一。在五个变数与四个常数的论述基

础上，陈众议先生提出了“学科史赋予文学研究以来龙去脉”以及“学术史

以知其然及所以然为指归”的观点2，重新审视学科史与学术史在文学理论发

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论述了文学理论、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对文学作品本身的

重塑与再造功能。这种高瞻远瞩的跨学科研究视野，对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建设无疑是一次大有裨益的开拓。

二、全球化、消费主义与世界文学批判

在全球化浪潮高歌猛进、消费主义与大众文化大行其道之时，陈众议

先生以一名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对全球化时代文学的“去民族意识

化”现象以及文艺市场“没有中心，不分你我”、“泛娱乐化”、“资本逻

1　 参见 陈众议：“文学的变数与常数——兼论‘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

4（2023）：83-98。
2　 参见 陈众议：“文学的变数与常数——兼论‘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

4（2023）：8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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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与技术理性合谋”等时代危机进行了分析与批判，揭露了跨国资本主义的

文化政治对文学、艺术与价值的绑架、裹挟与掣肘。在他看来，文化全球化

的实质是一种“伪多元”；“世界文学”言之过早；我们应当重视母语，重

拾经典；文艺界应树立文化自觉。1

尼采在《权力意志》中将虚无主义描述为“一种总体估价的没落（即道德

的总体估价）新的阐释力量付诸阙如”（246）。全球化时代文化艺术的去中

心化态势及其高扬的无限多元、相对主义表象与虚无主义精心掩盖了其消费主

义本质。对传统二元论的解构顺应了跨国资本主义的扩展，加剧了现代人精神

的颓废。陈众议先生提出：资本乐见于一个“不分你我，没有中心”的局面，

它消解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性或民族主义。2这一反诘可谓一针见血。陈众议先

生沿着尼采、马尔库塞与费斯克等人的思想路径，将后现代的“价值阙如”转

喻为“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向书而在》 107）并对其进行

批判，揭示出文化多元化内在的跨国资本主义一元化本质。

作为“改革开放”后的首批公派留学生，陈众议先生亲历了80年代的拉

美“文学爆炸”与后现代主义“无主流、无中心与无标准”的来临。对此，陈

众议先生针对后现代主义提出的“用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的论

断，与袁可嘉先生对现代主义的表述“片面的深刻性和深刻的片面性”形成呼

应与互文。3 将两者结合，可以发掘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差异、关联及

其内生危机。“后现代主义指向一切意义和宏大叙事的解构为所谓娱乐至上的

大众消费文化的蔓延提供了理论基础”（陈众议，《说不尽的经典》137）。

当下，围绕跨国公司生产、销售的无孔不入的外来文化产品构成了葛兰西意义

上的文化霸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打着“差异化”、“去中心化”和“多

元化”的旗号，以灵活、隐秘的姿态，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文化侵略与意识形

态渗透，使后者自愿接受前者建立的经济与文化秩序。由此，代表跨国资本的

电影、广告、音乐、图书等文化产品才得以大行其道。“绝对的相对性”论断

深刻揭示出后现代主义理念背后的资本与消费主义逻辑。4

陈众议先生不仅将他的批判实践置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场域，更是将其

贯彻到电影、电视等传媒艺术场域。在“大众文化与跨国资本——以好莱坞

为个案”一文中，陈众议先生揭示了好莱坞电影潜藏的意识形态裹挟功能，

认为它“在提供感官剌激和精神愉悦（消遣）的同时，神不知、鬼不觉地将

美国的价值观、审美观和认知方式灌输给了世界观众，同时巧妙地借‘国际

1　 参见 陈众议、潘佳宁：“全球化与文学研究的民族意识——陈众议教授访谈录”，《当代作

家评论》4（2014）：203-207；陈众议：“经典重估”，《江南大学学报》6（2016）：68-71；
陈众议：“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世界文学》1（2018）：212-232。
2　 参见 陈众议：《游心集：陈众议自选集》，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75页。

3　 参见 焦佩：“外国文学与文学发展规律——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

所长陈众议”，《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1（2020）：3-14。
4　 参见 陈众议：《说不尽的经典》，北京：作家出版社，2020 年，第 1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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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的衣食住行将美国产品推销到了世界各地”（陈众议 叶隽等 12）。

好莱坞电影何以风靡全球？陈众议先生认为成功的秘诀在于好莱坞电影基于

大众消费的取向，一是伪多元，二是通俗化。1好莱坞大片所呈现出的“国际

化”、“普世价值”与“多元化”本质上是美国化的价值呈现。《拯救大兵

瑞恩》《美国队长》《阿甘正传》等国家主义内核的电影无不渗透着美国的

意识形态，通过伪多元和通俗化等叙事方式将政治宏大叙事转化为个人与家

庭的情感叙事，诱导观众接受电影所倡导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陈众议先

生对好莱坞电影的论断显示出他在跨学科领域研究的触类旁通与鞭辟入里。

“民族”与“世界”并非决然对立，但也不能混为一谈。在叩问全球化

与文化虚无主义的基础上，陈众议先生表达了质问和忧虑：“世界是谁？”

并断言“资本之外，一切皆无”（“消费主义与‘世界文学’”118）。资

本在全球化时代具有主导其他意识形态的决定性地位。全球化定义的“世界

公民”掩盖了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上不平等的事实。在跨国资本主义的

掣肘下，“世界”等价于西方强势资本主义国家构成的利益共同体。它不仅

在资本上，更是在话语权上彻底屏蔽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声音。正因此，对世

界文学进行批判、反思与追问并以此审视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成为了以陈众

议先生为代表的外国文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任务。18世纪，歌德曾构想“世

界文学”的到来。陈众议先生将歌德的“世界文学”构想与孔子的大同理想

与“礼崩乐坏”的感悟连接，肯定了其理想主义的愿景。2 同时，陈众议先

生把“世界文学”的构想放置在全球化与消费主义浪潮的现实背景下进行剖

析，认为当前欧美主导了世界文学话语体系，“世界文学”几乎可以和“欧

美文学”画上等号。基于此，陈众议先生表达了他的质疑：“在他们这个

‘世界文学谱系’中，作为中国最伟大文学杰作之一的《红楼梦》尚非经

典，更遑论巴基斯坦文学、津巴布韦文学或巴巴多斯文学！”（“消费主义

与‘世界文学’”122）。“世界文学”以“文化大同”之名制霸文学经典

与体系的话语权，导致了第三世界文学的沉默与消亡。现实如此残酷，谈何

“世界文学”？如果真的存在“世界文学”，它应该是世界各国文学的博采

众长，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天下大同，应当建立在相互吸引、相互

尊重与相互借鉴的基础上。“独特的染色体保证了各民族在共通或相似的物

质文明进程中保持着不断变化却又不可淹没的个性。唯其如此，世界文学和

文化生态才丰富多彩，也才需要东西南北的相互交流和借鉴，至少迄今为止

当作如是观”（陈众议，“经典重估”  69）。于此，陈众议先生在批判世界

文学的基础上提出重视中国文学经典与体用结合的学术思想。重视中国文学

1　 参见 陈众议、叶隽等：《外国商业电影及其影响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第 12 页。

2　 参见 高照成：“外国文学研究·世界文学·国家意识——学部委员陈众议研究员专访”，《复

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2022）：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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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并不意味着闭关自守，止步不前。文学需要活水，需要融会贯通与取长

补短。这一切的前提是坚守民族文学的自主性。

陈众议先生呼吁，应该重视我们的母语，回归文学经典。“语言文学作

为人文基础，其肌理决定了它作为民族认同的基础和文化基因或精神染色体的

功用而存在并不断发展，因此，语言文学不仅是审美对象，还是民族文化及

其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陈众议，“文学学科话语原理及其历史资源刍

议”9）。语言和文学是一体两翼的关系。语言的边界即世界的边界。语言蕴

含着一个民族的精神、信仰与历史，凝聚着民族独特的处世哲学与思维方式。

文学则是语言之“镜”与语言折射的思想价值。正如聂珍钊先生所言，“文学

经典是在人类文明社会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它承载着人类在历史上对自然

和社会的认识、理解，并为我们现在社会和个人的生活提供借鉴”（“文学经

典的阅读、阐释和价值发现”34）。文学力求凝固语言，封存记忆、感觉与情

感，在时空中跨越，赋予我们文化记忆。由是，回归母语便是回归故土，回归

自身的文化认同，通过“对镜自照”的方式获得自我审视的途径。

三、文学的“陌生化”、距离与童心辨析

在陈众议先生的学术思想中，“陌生化”、距离与童心是其核心学术

观念。“陌生化”作为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的重要术语，其影响力延续到现今

的文艺批评与创作实践之中。有关论著卷帙浩繁，但未有学者依托本土理论

与话语资源对其概念的旅行、演化、确立及其与本土文艺创作的融合进行解

析。陈众议先生另辟蹊径地从距离和童心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了“陌生

化”理论，并依托本土资源辨析了“陌生化”与距离和童心的关系，丰富了

文学研究的理论适用性。

因距离而产生的“陌生化”出现在诸多文学作品的内容之中。陈众议

先生列举了博尔赫斯重述的《天方夜谭》故事、科埃略的《双梦记》、佛学

经典当中的《大藏经》以及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等文学作品中的“陌生

化”手法，并对陌生化的距离、眼光与寓言产生的审美效果进行了深入辨

析。陈众议先生认为，今天普通读者阅读文学作品（尤其是外国文学作品）

更多是为了获得对外国文化与故事的认知，这本质上就是“陌生化”过程。

该论点肯定了“审美距离”在认知活动为主体赋予的意义。读者如能与所在

的文化母体形成距离感，便可实现对日常生活的审美超越。陈众议先生列举

了博尔赫斯的例子，后者把《红楼梦》归类为幻想小说。这种看法显然不能

服众，但不失为一种“陌生化”的解读。1“陌生化”与距离为文学的接受过

程提供了崭新的解读视角。在“陌生化”的期待中，读者穿梭在文学世界与

现实世界之间，通过阅读完成心灵冒险、认知、解构与重构之旅。

不仅如此，“陌生化”与距离还转化为陈众议先生从事文艺研究与创作

1　 参见 陈众议：“‘陌生化’与经典之路”，《中国比较文学》4（2006）：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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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的内在属性与价值立场。由于他与研究对象保持适当距离，他的研究结

论往往具有很强的穿透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他早在1984年
就提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拉美文学的“寻根文学”是其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

文学的先驱与“导火线”，为中国“寻根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参照与凭依。1

其二，他对学界高度推崇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进行了澄清，提出所谓幻想融

合现实的创作手法早已是古今所有文学创作的共性。他还对马尔克斯本人所

说的“拉美现实的魔幻与神奇”表达了质疑，认为不可完全相信作家的话。

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真正独到之处，在于它折射出了拉丁美洲的集体无意

识。2其三，他对被誉为“作家们的作家”的博尔赫斯的“书斋式”写作进

行了追本溯源，揭示出博尔赫斯的某些作品是基于他人作品的“再创作”，

从而破除了博尔赫斯的“作家们的作家”神话。3其四，对乔伊斯等强调写作

技巧的作家与市场和资本的共谋关系进行了有保留的评述。4其五，在《西

班牙文学：中古时期》《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研究》《塞万提斯学术史

研究》等宏论之中，援引了大量一手资料对塞万提斯、西班牙文学与墨西哥

文学进行历时性分析，详实论述了阿拉伯人在占领伊比利亚半岛后对西班牙

文学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弗莱的“原型批评”、荣格的“集体

无意识”、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学等理论资源的借鉴和对作家卡彭铁尔的

援引，为西班牙文学、古代印第安文学与墨西哥文学等拉美文学与欧洲文学

的关系阐释提供了全新维度。洞悉作家创作背后的秘密，必须得具备深谙其

道的创作经验、学养与才情才能得以实现。作为作家型学者的陈众议先生对

此具有信手拈来的从容。秉承着距离与“陌生化”的理念，陈众议先生在研

究中展现出前所未见的史料与另辟蹊径的独到创见，不仅带有颠覆常识的乐

趣，也为学界开辟了独树一帜的研究视角。

童心是构建“陌生化”的关键。文学的“陌生化”手法试图从孩童视

角对世界进行重新挖掘、打捞与建构，以恢复人们对生活的原初印象，打破

沉疴的处世顿感。儿童睹世的眼光先验地带有诗性与接踵而至的惊奇感。儿

童常因涉世未深而较易得到刻骨铭心与弥足珍贵的审美与认知体验。在陈众

议先生的论述中，文学“陌生化”的底色便是童心。童心总是与纯真、无邪

与无忌相关联，总是在直面“陌生”。如此，童心与文学的“陌生化”写作

不谋而合。童心的逝去不可避免，但所幸，文学艺术的存在得以留住童心。

“而今，人类虽然早已远离童年，但童年的艺术创造一直通过其不灭的原型

顽强地、鲜活地留存于这个世界艺术”（陈众议，“‘陌生化’与经典之

路”21）。神话是一切伟大故事的基本因子，是人类童年时期的艺术创造，

1　 参见 陈众议：“拉丁美洲文学的崛起”，《外国文学研究》4（1984）：61-66。
2　 参见 陈众议：“评莫言”，《东吴学术》1（2013）：5-12。
3　 参见 陈众议、阎连科：“文学资源两人谈”，《渤海大学学报》4（2018）：19-30。
4　 参见 陈众议：《想象的边际》，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 年，第 2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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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创造彰显出人类旺盛的生命力与无与伦比的想象力。“童心从远的说是

神话母题，从近的说是一种尽力摆脱了世俗束缚的相对纯粹的审美活动，从

而对某些宏大的理论保持警惕。文学最重要、最可贵的也许就在于保持住这

颗纯洁的童心，并使之充满愉悦”（陈众议，《游心集》  336）。因之童

心，麻痹人心的日常生活获得二次审验与咀嚼的可能，以此重焕光彩。文学

的“陌生化”让“少见多怪”语境下的“无知”转变为“人生若如初见”般

的渴望，以审美接受的方式使精神“返老还童”。文学中的“童心”见诸中

西方神话、传说与经典文学。作为一种永恒的理想与追求，童心理应成为人

类构建理想人格的归宿与家园。

陈众议先生缘何对童心如此关注？一方面，童年乃人生伊始，其珍贵性

自不必说。许多艺术家都热衷于描写童年，在创作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掺杂

童年经验。这符合文学创作的规律。另一方面，这也来自陈众议先生对童年

的体会和感悟。作为绍兴人，陈众议先生从小受地方无数文人墨客精神足迹

的启发与熏陶，一心沉浸在文学的世界之中。他日后在复旦大学与墨西哥的

求学生涯也处处彰显出“童心剖诗”的学习激情。童年经验很大程度上形塑

了陈众议先生的精神秉性与人格气质。如他所言，“读书犹如饮食，从小培

养的味蕾其实会伴随人的一生”（“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214）。对故土的

深厚感情，使陈众议先生的学术思想中处处流露出童心与对民族文化的深厚

情感。

那么，中西方经典文论中是否也存有“陌生化”与童心的踪影呢？陈众

议先生对中西方文论中与“陌生化”和童心相关的理论与创作实践也进行了深

入思辨，别出机杼地提出了他的独到创见。童心之文学，方为真文学——这

是明代思想家李贽的文学思想核心。在李贽看来，“夫童心者，真心也。若

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

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

初矣”（563）。李贽所高扬的是抽象意义上的童心。在他那里，童心是用以

反抗封建礼教，批判时人之虚伪的工具。陈众议先生认同李贽对于童心之真的

看法，但认为其只说对了一半。童心不仅有“真”，还有“幻”的一面，二者

都能在中西方经典文学中找到无数的例证。进而，陈众议先生将童心在《红楼

梦》《堂吉诃德》与《百年孤独》等经典文学中的发展脉络娓娓道来。在曹雪

芹笔下，宝玉的童心在于“真”，体现在他的情感不加修饰，由心而发。他的

“真”在礼教社会不合时宜，又难能可贵。刘姥姥出场不多，却贯穿始终。作

为贾府之外的第三者，她的“真”反衬出贾府的穷奢极欲，见证了贾府由盛转

衰的巨变。在西方文学经典中，塞万提斯笔下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情节表现了

童心之“幻”。这一情节天真荒唐，却又有着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塞万提斯

生活的时代，人文主义誓要冲破一切藩篱。正因如此，《堂吉诃德》被推崇为

理想主义的经典。堂吉诃德的悲剧在于追求不可求之物。生活的荒唐与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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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了堂吉诃德的童心之可贵。1在马尔克斯的著作《百年孤独》中，童心之

“幻”则表现为马孔多人在面对冰块、磁块、火车、电灯等器具时所产生的惊

奇、激荡乃至恐惧——其中的魔幻现实主义屡屡拨弄着读者麻木已久的内心。

值得注意的是，“真”与“幻”并非截然两立。陈众议先生认为，“所谓童

心，也许本来就是真中有幻，幻中有真，或真即是幻，幻即是真”（“‘陌生

化’与经典之路”19）。在“童心剖诗——论博尔赫斯的老虎、镜子与迷宫”

一文中，陈众议先生从博尔赫斯的童年入手，对其作品、自述与遗留物品进行

了剖析，认为其中有三大关键意象——老虎、镜子与迷宫。他进而谈到：“20
年代开始，博尔赫斯就已是个不折不扣的叔本华式的怀疑主义者。而童年的邈

远、童心的模糊又那么真切地实现了这种怀疑：真虎与梦虎、镜子与现实、迷

宫与世界或者书本（文本）与读者、读者与诗人、诗人与宇宙、宇宙与书本之

间的关系乃是何等的确定与不确定”（“童心剖诗” 91）。

西方文学总是有意或无意地保护童心。即使在现实主义风行的19世纪，

人们也没有忘记肯定塞万提斯那种孩童般的随心所欲。在中国文学经典中，

童心尤其宝贵。陈众议先生谈道：“我们很早就放弃了神话思维，即便不断

地有一些美好的传说和想象，也总会很快地被赋予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的

浓重色彩”（《游心集》 336）。如《天仙配》的最早版本出自东晋时期的

《搜神记》，而后人画蛇添足式地在其中加入宏大叙事的成分，致使其中的

天真被极大地消解。2儒家文化有着积极的入世主张，而传统文学又有着“文

以载道”的强烈诉求。在功利主义的文化熏陶下，中国文学不免成了“早熟

的儿童”。在对重要的中西方文学作品分析的基础上，陈众议先生一以贯之

地在文学研究中阐释童心的重要性。他也在各类著述中表达了对中国文学神

话思维逝去的惋惜，多次呼吁挖掘“集体无意识”下的童心与“陌生化”思

维，表达了一个学者对传统文化精神回归的寄望。

四、深厚学养与责任意识

坚持将创作、翻译与研究贯穿学术生涯，是陈众议先生治学的一大特

征。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钱钟书、杨绛、卞之琳、袁可嘉等诸位知名学者的

影响下，陈众议先生不仅坚持学术深耕，更是在文学创作领域探索出了独特

天地。他创作出《如是所闻》《冥合天人》《玻璃之死》《风醉月迷》等拥

抱现实、叩问现实又超越现实的小说经典及大量杂文与散文，体现了体用合

一与知行合一的学术主张。陈众议先生对于文学创作的方法与体悟是独特

的——寓言般的情节铺陈、生动的人物塑造与语言修辞也抵达了“以文学的

方式研究文学”的境界，而此境界非有陈众议先生“作家型的学者”与“学

者型作家”的身份才能实现。

1　 参见 陈众议：“‘陌生化’与经典之路”，《中国比较文学》4（2006）：11-22。
2　 参见 陈众议：《游心集：陈众议自选集》，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3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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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众议先生在其文学创作中践行着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借鉴与重塑。

他的小说里展现了大量《老子》《庄子》《红楼梦》与唐诗宋词，显示出他深

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修为。同时，他还在情节中融入了心理学与社会学等人文与

社会科学知识，试图通过古今对话诠释与强化中华民族的审美价值与共同体意

识，显示出他基于本土文化的创作自觉以及作为学者的深厚学养与文化情怀。

陈众议先生的小说显示出他对现实的独特思考与社会责任意识。比如，在

《如是我闻》这部以揭露迷信为己任的小说中，陈众议先生表达了破除迷信和

回归理性的诉求。在当下的媒介融合与数字时代，作为“人的延伸”的媒介已

成为现实不可忽视的所在。陈众议先生敏锐地展现出克隆、剧本杀、元宇宙与

虚拟空间等时代议题，对由此产生的媒介与技术伦理进行深入思考，使他的创

作具有很强的当代性。

创作实践和翻译经验也对陈众议先生的学术生产形成反哺，使他对国

内文艺界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多维度的思考与深入分析。在跨国资本主义主导

的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文艺界提前进入了“全球化”及“娱乐至死”的狂

欢。陈众议先生将其总结为：“或轻浮或狂躁，致使伪命题及去中心化现象

比比皆是；文学语言简单化（却美其名曰‘生活化’）、卡通化（却美其名

曰‘图文化’）、杂交化（却美其名曰‘国际化’）、低俗化（却美其名曰

‘大众化’）等等，以及工具化、娱乐化等去审美化、去传统化趋势在网络

文化的裹挟下势不可挡”（陈众议 高照成 119）。面对如此乱象，陈众议先

生指出了问题的关键——“全球资本的主要支配者所追求的利润、所奉行的

逻辑、所遵从的价值、所代表的集团和它们针对弱国或发展中国家的去民族

化、去本土化意识形态，显然与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信仰不可调和地构成了

一对矛盾”（陈众议 高照成 119）。全球化建立于西方在经济、政治、文化

等各个方面的先发优势之上，既是西方发达国家维系现有秩序的战略选择，

也是资本增值的天性使然。资本借助跨国流动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与对各国文

化的隐秘控制。对此，陈众议、王宁、聂珍钊等学者共同呼吁回归文学经典

的重要性。陈众议先生以忧国之心、兴国之责的态度揭开跨国资本的面纱，

并警醒人们，面对跨国资本主义缔结的神话应保持清醒。

面对跨国资本主义带来的文化扩张，接踵而来的问题是：中国文学创

作与研究在全球化时代应当何去何从？陈众议先生提出，拉美文学的发展道

路为中国文学与文化发展提供了借鉴。“拉美当代作家成功的秘诀是博采众

家、取其所长，亦即我国五四作家所取法的拿来主义——正确处理民族性和

世界性、继承与扬弃、借鉴与创新的关系”（《游心集》 133）。以马尔克

斯为代表的拉美文学的成功无疑对第三世界国家作家群体形成鼓舞。需要强

调的是，这种成功只有在后工业时代，依靠跨国资本主义及其技术政治才有

可能实现。1对于文艺界而言，全球化时代既充满挑战，也充满机遇。正是

1　 参见 陈众议、阎连科：“文学资源两人谈”，《渤海大学学报》4（2018）：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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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带来的分工与协作使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获得了飞速发展的机会。面

对全球化的挑战与资本支配者的话语压力，文艺界绝不能自我放逐，当谨慎

面对，重新审视与发现文学经典的价值。面对文学经典，聂珍钊先生提出：

“文学经典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思想和文化精华，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

和民族过去或现在的最高道德理想和精神追求”（“文学经典的阅读、阐释

和价值发现” 42）。陈众议先生也提出：“古今中外，文学终究是一时一地

人心的艺术呈现，建立在无数个人基础之上，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表达

与传递、塑造与擢升着各民族活的灵魂。这正是文学不可或缺、无可取代的

永久价值、恒久魅力之所在”（《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2）。陈众议先生

对外国文学界“引进多、分析少，借鉴多、批判少，向西多、自顾少”的现

象进行了审视与反思，提出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应将“古为今用，洋为中

用”的五四运动传统发扬至当下，以外语翻译、外国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作

为研究路径，在体用结合与知行结合的辩证法中挖掘中国母体文学与文化的

拓进之路，在中外互鉴的文化交流中实现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

通过对陈众议先生的核心学术思想进行审视，可以发现学术研究为其赋

予的独特人格魅力与社会责任意识。陈众议先生对西方发起的“世界主义”

和“世界文学”保持批判态度，在此基础上对虚无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学说

进行了纠正，这种将“批判的武器”转化为“武器的批判”的理论自觉彰显

出陈众议先生鲜明的学术立场与广阔的跨文化视野。陈众议先生从常数变数

与童心辨析等方面为中外文学与文化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资源，以学科史

与学术史的高度对中国的文学与文化研究路径进行了设定，推动了我国的

“四个自信”和“三大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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