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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近年来，随着中国现代性问题进入“20 世纪中

国文学研究”的视野，一系列以前没有被充分重视

的论题重新得到了深入的阐发，极大地拓展了人

们对“文学”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政治和社会中

所发挥作用的理解。但是，由于“现代性”问题涉及

面相当广泛，从制度的建设、观念的更新，到语言

的变革、感觉的重铸……可以说，因为“现代”这个

幽灵的介入，整个世界的面貌从内到外都发生了

深刻的变化。仅仅从“文学”的角度一般性地把握

“中国现代性问题”，往往容易流于空泛，难以深

化。所以，如何寻找到“文学”与“现代性”之间的中

介环节，是能否对现有的“文学现代性问题”研

究———“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框架即建立在此

基础上———有所突破的关键。在我们看来，“现代

国家想象”就是沟通“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国

现代性问题”的有效中介和关键环节。
纵观东西方历史，“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往

往被视为“现代化”的标志。尽管这一“国家形成”
和“国家建设“的的过程颇为繁复———譬如西方

“自发性现代化”国家与非西方“被动性现代化”国
家所经历的转化历程就有很大的差别———但“现

代国家想象”作为“现代性”的支配性范畴和核心

动力，毫无疑问地重新规划了人们对世界图景、公
共领域和个人生活的理解。(1)具体到中国，晚清以

来面临西方列强的入侵，就使这个古老的国家处

于从“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化的艰难历程

中，这一历程从 19 世纪中叶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末，逐渐形成了具有历史独特性的“新的现代国家

想象”，也即一种对于“现代中国”的富于远见和博

大气概的认识。它的核心内涵可以归纳为这样两

点：第一，中国已经被动地被拖进了无情竞争的现

代世界，因此，必须用“西洋”的方式将古老中国社

会改造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建设足以与西方强国

对抗并取胜的综合国力；第二，同时，中国不能放

弃自己的文化，相反，要将其发扬光大，以此保持

比竞争性的“西洋文明”更优越的文化特质，并进

而为整个世界的文明化贡献力量。(2)

在思想层面上，几乎所有重要的现代中国思

想家和作家，从严复、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到孙

中山、鲁迅乃至毛泽东，都对这个新的“国家想象”
贡献过自己的思想。它因此也就成为影响中国现

代文学的形成、发展、转折和变化的具有起源性和

引导性的决定因素。而在历史层面上，由于现代中

国的“国家想象”自诞生之日起，就置身于内忧外

患的境遇中，虽然它被历史所规定的核心内涵并

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但作为应对整体性危机的

方式，由于危机在具体语境下的表现形态各异，再

加上对危机症结所在的理解也互有冲突，由新的

“国家想象”就衍生出各种不同的解决危机的方案

以及国家建设的话语和实践。因此，20 世纪中国的

历史也可以读解为多种为了实现新的“国家想象”
的方案与实践相互竞争，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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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出不同的主导性方案的历史。当然，文学不可

能自外于这一历史，相反，作为建构“国家想象”的
最为有力的手段，20 世纪中国文学必然汇入到各

种方案、话语和实践的漩流中，从中获取了自身独

特的诗意、美感、价值和现代品格。
由此可见，我们需要从现代中国独特的历史

经验出发，重新理解和构想“现代国家想象”和“20

世纪中国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力图超越过去对

现代中国的“新的国家想象”的过于狭隘的理

解———譬如把富有中国经验的“国家想象”简单地

归之于“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再譬如把由“新国

家想象”衍生出的不同方案和实践僵化地归结为

党派与政见之争———更准确地把握现代中国的

“国家想象”所特有的巨大历史内容和峻急的时代

特色。即使在西方思想界，也有将“现代国家想象”
作为现代性的基本特征来予以把握的倾向，最著

名的莫过于黑格尔的“伦理国家”的概念(3)———这

一概念经由日本，极大地影响了东方现代思想对

自身历史以及未来的规划———它不是在狭义上理

解“国家想象”，而是将其与对西方现代性内在危

机的自我克服联系起来思考，极大地拓展了“现代

国家想象”的范围。因此，如果从“现代国家想象”
的角度来重新理解“20 世纪中国文学”，从根本上

包容、丰富和扩大了“国家”与“文学”的内涵，有可

能在一个新的讨论空间中贡献出具有双重意义的

创造性学术成果：一是思想史和当代理论的意义：

向当代中国及思想文化界提供从其自身历史中爬

梳出来、因而是它迫切需要的、比西方理论更能切

中中国问题的思想和文化资源；二是文学史研究

的意义：开辟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即从清末到现在

的文学）的基本价值的新视野，并在此基础上促进

“20 世纪中国文学”这一主流研究范式之后的新的

研究范式的形成，为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打

开一个新的远景。

二

1985 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20 世纪

中国文学”的构想，1987 年陈思和、王晓明提倡“重

写文学史”，1990 年代中期以后三本重要的中国现

当代文学史著作———钱理群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

三十年》（修订版）、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陈

思和主编的《当代文学史教程》———被各大学普遍采

用为教材，以及大批以 20 世纪为基本时间框架的文

学专门史和通史著作随之相继问世(4)……这一系列

现象标志着 1980 年代中后期形成的以“文学现代

化”为主要分析框架的“20 世纪中国文学”论述，已

经明确成为当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主导模式。
如果从“现代国家想象”与“现代文学”的关系

来看，“20 世纪中国文学”的论述，自觉地将“20 世

纪中国”与“文学”相勾联，自觉地将文学内部和外

部研究相联系，从而不知不觉地把“现代性”的问

题意识植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在关于“20 世

纪中国文学”的“三人谈”中，黄子平、陈平原和钱

理群提出“20 世纪中国文学”是“一种现代民族文

学”，虽然他们没有清醒地意识到“现代文学”和
“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性关系，依然是在“走向世

界文学”的乐观基调下展开讨论，但应该说这已经

触及到相当关键的所在，是一个相当具有启发性

的路径和起点。(5)不过问题在于，在“文学现代化”
话语笼罩下的“20 世纪中国文学”论述，它对“现代

中国文学的性质究竟为何”这一基本问题缺乏明

确的自觉意识。“20 世纪中国文学”是以一种未曾

自觉的“现代性”来读解这个时代的“文学”，同时

又以一种不加反思的“文学性”来读解“20 世纪中

国”，这就造成了理解中国现代性问题和中国现代

文学问题的双重窘境。(6)

1990 年代以来，随着“20 世纪中国文学”论述

成为主导性的研究模式，对它的反思也日益深入，

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这方面的贡献尤为明

显———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

态》一书是对反思成果的最初汇总(7)———就“国家

想象”与“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而言，刘禾在

《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中明确指出：“五四

以来被称之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

国家文学。这一文学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
主要是由于现代文学的发展与中国进入现代民族

国家的过程刚好同步，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

关系……现代文学一方面不能不是民族国家的产

物，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是民族国家生产主导意识

形态的重要基地。”她点破了“20 世纪中国文学”的
现代特质：它必然是与“二十世纪中国”这一“现代

国家形态”密切相关的“文学”。这一论述使中国现

代文学关于“现代性”的追问，突破了纯粹文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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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批评研究的框限，打通了与更大的社会历史语

境的真切关联，落实了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现

代性”问题的密切联系，的确拓展了文学史研究的

理论空间。(8)

很显然，刘禾的观点受到了美国学者本·安德

森（Benedict Anderson）关于“现代民族国家”与

“现代文学”之间复杂关系的讨论的启发。安德森

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传播之反

思》(Imagined Communities)一书中指出，文学作

品，尤其是小说，通过设定一个广大的读者群体并

吸引这个群体相互认同，有助于创造现代民族国

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因为“共同体”既是有界

限的，同时它又对一切能读懂它的语言的人们敞

开，所以，印刷术和资本主义相结合催生出的印刷

语言与印刷文学，直接扩展了人们的生活在时间

和空间上的幅度。“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

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合，使得一个新形式

的想象共同体成为可能，而自其基本形态观之，这

种新的共同体实已为现代民族之登场预先搭好了

舞台。”在这个幅度之内，虽然大家都素未谋面，但

“共同体”的休戚与共感，仍然可以透过“文学”塑

造出来。正如安德森所说：“小说无声地、不断地渗

透到真实之中，默默地创造着一种非凡的共同体

信念，这正是现代国家的特征。”(9)刘禾之所以将中

国“现代文学”简单明了地称之为“民族国家文

学”，她是为了把“民族国家文学”以外的文学实

践，那些已经被打入“另册”的作家作品重新纳入

研究的视野。譬如她对“纯文学”的解释：“如果‘纯’
指的是拒绝与民族国家文学为伍的立场，而不是

独立与意识形态的文本，那么，这一说法足以表明

命名的颠覆性”，就很具启发性。不过问题还需要

继续深化，既然想象和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同样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实践和发展共同面临的重大语

境，“民族国家文学”如此，所谓“纯文学”以及其他

“非民族国家文学”何尝不是如此。(10)

可以说，“民族国家文学”是一种相当有效的

批评视野，却并不能内在规定某一类文学的性质。
正如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在《现代日本文学的起源》
中所显示的，从“风景的发现”“儿童”和“疾病”的
问题以及“自白制度”的建立等方面，都可以考察

“现代文学”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关系。(11)因为文

学实践是开放的，既然没有纯之又纯的“纯文学”，

那么，“民族国家文学”不妨以民族国家意识以外

的视角来解读，而被打入“另册”的其他文学更不

妨以“民族国家文学”来加以观照。“20 世纪中国文

学”是一个 100 多年以来至今仍在变化中的文学

现实，是现代中国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渴

望“现代”、争取“现代”而又反抗“现代”的宝贵经验

的艰难表达……它内在地包含了诸多无法被知识

化和客观化的内容。研究对象的生长性和不确定

性，提供了将这一过程“历史化”的可能性，同时也

对研究者的思想力和想象力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对文学“想象、建构一个新的民族国家”的反省，使

得“民族国家文学”的视野浮出了历史的地表，为

重新讨论“现代国家想象”与“20 世纪中国文学”的
关系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前提。

而另一方面，为了对现代中国的“国家想象”
有更深一步的理解，就必须回到现代中国的历史

语境中，在充分尊重和发掘现代思想成果的基础

上，重新理解“新的国家想象”以及这一想象和“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内在关联。就前者而言，汪晖四

卷本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以宏阔的历史眼光

和理论视野重绘了由“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
化过程中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复杂面貌；孟悦的

《现代不是什么》一系列论文通过对江南制造局、
商务印书馆等个案研究，揭示出“新的国家想象”
如何影响和规定了中国传统内部回应“现代”挑战

的不同方式；(12) 而海外中国现代思想研究的某些

代表性成果，如列文森 （Joseph R. Levenson）的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林 毓 生 的《中 国 意 识 的 危

机———“五四”时期的激烈反传统主义》、舒衡哲

（Vera Schwarcz）的《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

子 和 五 四 遗 产》（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德里克（A. Dirlik）

《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

的 起 源》（Revolution and History：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1919-1937）

等，虽然没有完全摆脱“现代化”叙事的制约，但

在具体处理“国家”与“启蒙”“左翼”“革命”等关系

上显示了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大的启发性。(13)

不过，就后一方面而言，如何将这些富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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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思想成果引入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领域，

发现文学中所蕴含的丰富性，并将其有效转化为

应对当代问题的精神资源，进而继“20 世纪中国文

学”这一文学史研究范式之后，发展出重绘“中国

现代文学”新的方向，这方面新的研究思路才刚刚

出现，主要表现为：第一，针对过分依据西方式“现

代化”思路的局限，有意从反思“现代性”的角度，

批判性地分析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各种“现代”取
向；第二，针对“新文学”本位的特点，有意重提或

新创涵盖面较大的新概念，扩大研究的范围，这在

一些研究者的著作中———如李杨的《抗争宿命之

路》、黄子平的《革命·历史·小说》、刘禾的《跨语际

实践》、洪子诚的《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

究讲稿》，特别是蔡翔的《革命 / 叙述：中国社会主

义文学 - 文化想象(1949-1966)》等———已经初露

端倪。(14)

到目前为止，这些新的研究思路大多处在初级

阶段，即便有部分已经得到展开，但如何在新的方向

上继续推进，而不是有意无意地返回到传统的对“现

代国家想象”与“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解，依然是

很大的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而这正是

我们希望承担，并做更大努力的方向。

三

我们的目标是重绘现代中国“新的国家想象”
与“20 世纪中国文学”关系的地形图，但采取的方

式是以“点”带“面”，即以若干深入的专题研究，在

这幅地图上有选择性地取点深掘，并以这些不同

的点互相呼应，凸显出若干具有全局性的分析和

总结。对这些“点”的选择并非任意的，而是要兼顾

两方面的特质：一是体现出由新的“国家想象”衍

生出来的各种不同的解决危机的方案以及国家建

设的话语和实践之间的竞争关系；二是考虑到这

些方案和实践在竞争过程中对“文学”施加了决定

性的影响，以及“文学”如何在参与这种竞争过程

中形成自身的丰富性和独特性。
根据这样的原则，我们将围绕如下几个“点”

来展开研究和论述：第一，是以辛亥革命和中华民

国的建立为中心，向上追溯至晚清，往下联系到五

四，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这一新的政治

形式所包含的危机，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种回应

危机的方式得以成型；第二，以 1920 年的“大革命”
为起点，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套新的

解决危机和国家建设的方案与实践浮出历史的地

表，中国现代文学因为“左翼”“革命”和“大众”的
介入而发生了深刻的转向，这一转向一直影响到

1940 年代的“延安文艺”乃至新中国建立以后的

“社会主义文学”；第三，以 1970 年代末至 1980 年

代初的从“文革”到“改革”的转折为中心，正是这

个转折导致了所谓“新时期文学”的形成，它向上

可以回溯到“文革”和“十七年”中“国家”与“文学”
之间的特殊形态，向下则能够把握住整个“八十年

代文学”的走向；第四，以 1990 年代中期“市场社

会”的来临为重点，随着中国式的市场经济的全面

展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一系列引人

注目的变化，由此导致了文学形态———特别是当

代文学的生产方式———的转换，20 世纪以来所形

成的文学观念、文学体制和文学样式都面临着深

刻的挑战。
具体而言，首先需要论述现代中国“新的国家

想象”的基本内容和形成过程，进而分析作为这个

想象的重要结果的一种宽阔的“世界”视野，并且

指出这个想象和视野如何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

形成；同时深入讨论现代文学在承载上述国家想

象的影响之后产生的内在困境，以及由此困境引

发的现代文学在 1910－1920 年代的突进式变化；

接着围绕“左翼”思想与“新的国家想象”、20 世纪

中国文学的内在联系展开论述：清理“左翼”思想

的源流，描述“左翼”思想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进而

分析“左翼”思想与国家想象的内在联系，寻找二

者在同质－异质、同谋－背叛等方面的基点或者

岔口，以及两者在建构、传布、规约、表达等方面的

策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描述“左翼”思想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之间的内在关系，描述两者互相制

约、互相推动的种种方式，由此呈现知识分子所处

的多重困境；探求“左翼”思想的思想特质对构建

当代人文思想的作用，力图由此对处于全球化语

境中的中国思想界提供某种新路向。
以往对“八十年代文学”的研究总是强调它与

“文革文学”以及“十七年文学”之间“断裂性”的一

面，对两者延续性的关系却不够重视。当然，这儿

所说的“延续性”并不是简单地归结于“没有文革

文学，何来新时期文学”，而是在注重“八十年代文

罗 岗·现代国家想象、民族国家文学与“20 世纪中国文学”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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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转折性”特征的前提下，发掘更深层次的

“延续性”。这种延续性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国家”
与“文学”的关系上，也即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

代中央集权的社会体制 （既表现为文化和知识体

制，也表现为经济和政治体制）与文学创作（包括

围绕创作而产生的出版、批评、宣传等活动）之间

的多样关系。正是在这种复杂的视野中，我们强调

了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

1990 年代中国式的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则深刻

地改写了“国家”与“文学”的关系，政府与市场和

文学之间的治理、交换、自治和互补都发生了一系

列变化，这些变化特别明显地体现在文学生产方

式的转换上。具体的研究会涉及以下四个方面：新

的治理方式和文学体制的变化；政府、市场和文学

生产机制；社会的媒介化与“文学性”的播撒；“纯

文学”的消解与文学的边缘化。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现代国家想象”的

萌芽、发生与发展，当然和晚清中国因为与西方列

强相遭遇，从而逐步形成新的“世界图景”，并且愈

益自觉地在这一世界图景中逐渐完成从“帝国”向
“现代国家”的转化密切相关；从逻辑的角度来看，

则是体现出由新的“国家想象”衍生出来的各种不

同的解决危机的方案以及国家建设的话语和实践

之间的竞争关系，以及“文学”如何在参与这种竞

争过程中形成自身的丰富性和独特性。具体而言，

首先从晚清到五四，主要论述现代中国“新的国

家想象”的形成过程，指出这种想象如何影响了中

国现代文学的形成；同时深入讨论现代文学在承

载上述国家想象的影响之后产生的内在困境，以

及由此困境引发的现代文学在 1900－1920 年代的

突进式变化。在这一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中

华民国”的建立，这意味着晚清以来关于如何从

“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化的讨论与话语，最终得

以“实体化”。无论是章太炎以“文”立“国性”的规

划，还是青年鲁迅在他的影响下，在和“帝国”“国

民国家”等“国家想象”的辩论中，突显其激进的

“人国”设想，以及“南社”诸君在“排满革命”取得胜

利的条件下重建“政治社会”的种种努力，都应该

放在这一“新的国家想象”逐渐实体化和建制化的

过程中来理解；但“民国理想”实体化的过程，也可

能是一个逐步危机化的过程，不仅民国初年“鸳鸯

蝴蝶派文学”的兴起，把“抒情”的危机与“政治”的

困局联系起来，而且五四新文学的诞生、发展与转

折，也与民国宪政危机密切相关：“民国理想”如果

要落实到“现实”，由五四新文学奠定的“启蒙”方

案就必须在某种意义上得以重写。而正是这种重

写“启蒙”的力量，将“大众”重新引入到“国家”与

“文学”的视野中，“左翼”思潮与“左翼”文学藉此

浮出历史的地表。因此需要清理“左翼”思想的源

流，描述“左翼”思想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进而分析

“左翼”思想与国家想象的内在联系，寻找二者在

同质－异质、同谋－背叛等方面的基点或者岔口，

以及两者在建构、传布、规约、表达等方面的策略：

无论是回溯性地论述鲁迅命名的“乡土文学”如何

书写民族国家，还是通过解读《阿 Q 正传》揭示鲁

迅面对的“启蒙”困境以及克服困境的努力，都显

示出从“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的“转向”；然而这

一“转向”的发生，却不限于“国家”与“文学”之间，

而是具有晚清以来“新的国家想象”必然与“新的

世界视野”相联系的特点。因此既可以透过重建鲁

迅的阅读史，将“革命文学论争”的语境扩展到同

时代的日本“左翼”思想，也能够通过比较瞿秋白

和葛兰西的思想，把“领导权”的理论放到“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的大背景下来理解，从而较有说服力

地展示出从“革命加恋爱”的小说到女性题材的

“左翼”电影，在批判旧社会、恶势力黑暗的同时，

都透露出某种对“新国家”和“新国民”的向往。
“左翼”文学对于“新国家”和“新国民”的向往，

最终落实为“新中国”的成立。作为一种“现代国家

想象”的“新中国”，对“现代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具体体现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中央集权的

社会体制（既表现为文化和知识体制，也表现为经

济和政治体制）与文学创作（包括围绕创作而产生

的出版、批评、宣传等活动）之间形成了某种新型

关系。这种新型关系既具有“一体化”特征，也呈现

出“多样化”的形态。正是在这种复杂的视野中，建

国初期“文艺界”的形成虽然贯彻了“统一战线”的
“整合”方针，但还是难免被批评为“文坛霸权主

义”“新中国文艺”即使拓展出较大的“海外空间”，
显示了共和国文化政治的多样性，却还需要通过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重塑“新中国”的“边疆”形象；

需要通过“美学大讨论”的方式，在“美”的领域重申

“社会主义文化想象”的必要性；需要将青年的“幸福

观”讨论转化为一个激进革命的概念话语装置，通过

2014/05·文艺争鸣·中国文学：回到中国 回到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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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装置，国家才能将“新人”生产出来……由此可

见，“新中国”作为某种“全能型”国家力图用“革命”
的方式重新摆放“文学”的位置，在取得了一定成

效的同时，也面临着深刻的危机。而 1980 年代“改

革”在文学上体现出来的最初特征，就是塑造出带

着“伤痕”的“新人”形象，一方面用“新人”形象显示

出与之前时代的“延续性”，另一方面则以“伤痕”的
面貌和过去以“革命”为特征的“国家想象”区分开

来，代之以更具有普遍性的“现代化想象”。只有在

这个从“革命想象”到“现代化想象”的转换背景下，

“改革”话语承诺的“大和解”才成为可能，但不论

“小生产者”的“理想”如何美妙，“现代化想象”总是

和“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的，1990 年代中国式的市

场经济的全面展开，深刻地改写了“国家”与“文学”
的关系，政府与市场以及文学之间的治理、交换、自
治和互补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作为文学畅销书的

《平凡的世界》被一代又一代读者作为“励志”读物

来阅读，与知识分子话语面对“底层文学”的挑战所

遭遇的“代言”困境，看似没有什么关联，却是上述

变化在不同领域表现出来的鲜明症候。

四

长期以来，受“西方中心主义”思维习惯的影

响，研究界（包括相当一部分海外研究界）一直比

照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思想来理解现代中国

的“新的国家想象”，有意无意地将其解释为西方

国家思想的中国版。而我们则有意摆脱“西方中

心”的思维习惯，依据较为开阔的世界视野和现代

中国的独特经验，重新理解和构想现代中国“新的

国家想象”。我们所理解的“新的国家想象”，是指

自晚清到现在的 120 余年间，中国的有识之士对

“中国如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问题的回答，

以及依据这些回答而形成的不同的动员社会的思

想路向和表达形式，尤其是把“革命”作为动员方

式的重要取向和作为建设“新国家”的主要动力。
而在这些思想路向和表达形式中，内容最为丰富、
因此在今天具有最大阐释空间的部分，就是“20 世

纪中国文学”。在这样的视野下，我们才能够重构

“新的国家想象”与“20 世纪中国文学”之间的内在

关联。
纵观整个中国的现代历史，“左翼革命”的思

想和文学一直是其中最重要的思想潮流之一，对

中国的“现代国家想象”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但在很长时间里受种种原因的限制，使得研究界

对中国“左翼”思想和文学的解释一直过于狭隘，也

过于片面。我们希望在研究中恢复中国“左翼”思想

和文学的丰富性、复杂性，既着力发掘“左翼”思想和

文学在构成来源上的多样性，更注意分析“左翼”思
想和文学的变迁过程，以及其理论发展与社会实践

之间的复杂的互动关系，给现代中国的“左翼”思想

和“左翼”文学予以恰当的历史定位。
自 1980 年代中期以来，文学研究界的一个主

导倾向，是越来越强调现代文学的独立的审美（形

式）意义，我们则有意打破狭窄的“文学性”观念，

着力凸现一个更为符合中国现代历史经验的大文

学性概念，力图改变这一事实上是窄化了中国现

代文学内涵的学术倾向，在一个较为广阔的研究

视野中，深刻地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与

“文学性”的内在关联，深入揭示 20 世纪中国文学

与整个现代思想、文化和社会历史的互相包容的

丰富联系，从而把握该文学的真正具有中国特色

的丰富性和社会价值。
对中国“现代国家想象”和“20 世纪中国文学”

的新理解，不仅在文学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上会

有较为重大的突破，开辟认识中国现当代文学以

及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基本价值的新视野，并在

此基础上促进“20 世纪中国文学”这一主流研究范

式之后的新的研究范式的形成，为整个中国现当

代文学学科和现代思想史研究打开一个新的远

景，更重要的是它对当代思想和理论建设也有重

大的意义：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学终于可以向当代

中国及思想文化界贡献从其自身历史中爬梳出

来、因而是它迫切需要的、比西方理论更能切中中

国问题的思想和文化资源了。

[本文是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重大项目“现代国家想象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
(07JJD751077)所写的“导论”，课题成果将由上海

人民出版社近期出版。]

注释：

（1）关于“民族国家形成”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查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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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利（Charls Tilly）在讨论 18 世纪以来欧洲的情况时，

曾经将“国家建设”（State-making） 和“民族形成”（Na-

tion-building）区分开来，所谓“国家建设”指的是政权的官

僚化、理性化、渗透性以及对下层控制的巩固，而“民族形成”
则主要体现为公民对“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认同、参
与、承担义务和忠诚；在欧洲这两个过程并不同步，强大的现

代国家的出现往往先于民族的形成。但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指出，20 世纪中国“国家建设”与先前欧洲的情况不

同，从“晚清新政”开始，这一过程是在“民族主义”以及“现代

化”的旗号下进行的。与现代化和民族形成交织在一起的中

国模式的国家权力的扩展，预示着 20 世纪新兴的发展中国

家的成长道路与 18 世纪的欧洲不同。参见杜赞奇：《文化、
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页 1-5。王福明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年。
（2）这一对“现代中国”前景的独特认识，可以用毛泽东

的一句名言来加以概括，那就是：“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

的贡献”。1956 年 11 月，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回

顾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并且展望 21 世纪的未来：“1911

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 45 年，中国的面目全变

了。再过 45 年，就是 2001 年，进入到 21 世纪的时候，中国

的面目更加要大变。中国将变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

国。……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为什么中国对于

人类要做出较大的贡献呢？他讲了两个原因，第一，中国人口

达到 6 忆多人，第二，中国国土面积达到 960 万平方公里。中

国是一个世界大国，但“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太少

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纪念孙中山先生》，载《毛泽东文

集》第 7 卷页 156-157。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
（3）在黑格尔看来，“国家”是“伦理自由”的最发达形式。

它不像婚姻那样是一个简单的、直接的伦理生活形式；它不

像市民社会那样仅仅是劳动分工强加给拥有财产的诸个体

的一种相互依赖的形式；它也不同于同业公会，它不仅仅是

一种受制于单个行业或职业的伦理生活形式。国家是完全自

主的、拥有权利的个体的联合，他们仅仅基于那个联合的共

同成员身份就自觉地、自愿地相互认同。具体而言，就是直到

个体在他们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整个文化的或地理的共同

体共享的身份感中发现了自由，伦理的自由裁会完全得以实

现，在这样一个共同体中，“纯粹而简单的结合是个体真正的

满足和目标”，这个共同体就是“国家”。参见霍尔盖特

（Stephen Houlgate）：《黑格尔导论：自由、真理与历史》页

328 以下的论述，丁三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年。基

于这样一种“伦理国家”的理解，“现代民族国家”就其意义而

言，不仅仅是工具性的，而且能够成为某种新的意义的源泉。
（4）譬如严家炎先生主编的“20 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

化研究丛书”和“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分别由湖南教

育出版社和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5）参见黄子平、陈平原和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三人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年。
（6）参见倪文尖、罗岗：《重建中国现代文学的“合法性》，

载《文艺理论研究》1999 年 1 期。
（7）唐小兵主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出版了

该书的增订版。
（8）参见刘禾：《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载《再解

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此文也收入刘禾的《语际书

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一书中，上海三联书店，

1999 年。
（9）参见本·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

源与散布》(增订版)，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
有学者更具体地指出“现代民族国家”与“现代文学”特别是

“现代小说”之间的密切联系：“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在欧洲

兴起的现代民族国家是和想象文学的形式和对象不可分离

的。一方面，现代民族主义的政治目标支配着文学的进程，把

‘民族性’和‘民族语言’这些浪漫主义的概念引进(主要是幻

觉的)文学领域成为明确的‘民族文学’。在另一方面，通过创

造‘民族印刷媒介’———报纸和小说，文学参与了民族基础的

构造。正像弗兰西斯科·德·桑克蒂斯所谓的‘19 世纪欧洲的

民族性(nationality)崇拜’描述的那样，尤其是小说作为一种

复杂然而边界清楚的艺术作品在将民族定义为一个‘想象的

共同体’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Brennan, Timoth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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