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学术根据地"的三元谱系

000评#重返文学的&历史现场'$

! 陈璧君

摘"要!由历史小说研究,文学史研究和文献史料研究组成的学术选集#重
返文学的&历史现场'$%印照了吴秀明学术研究的三个阶段%也即基于&学术根据
地'三元谱系"&学术根据地'的建立,超越和再超越%及如何维持建立与超越中
的动态平衡%除受制于学者的学术个性与知识学养外%并无恒定的模式"文学与
历史是支撑吴秀明&学术根据地'的基点%它们彼此互动关联%对当代文学&历史
化'及其学术研究的潜心涵泳%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学术根据地'"研究向度"动态平衡"知识学养

)学术根据地*意识始终贯穿于吴秀明的学术自选集%重返文学的)历史现场*&!从!"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历史小说研究回归到学术工作---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再到近些年
深入拓展的文献史料研究!一次)回归*!一次)深入*!构成了)学术根据地*建立后的超越
与再超越!由点及面地铺就了一张独特的当代文学研究)三元*学术谱系'

在收入这部自选集的文章中!吴秀明不止一次赋予学术探索的)阿基米德点*不可忽
视的重要性'在%探寻立体呈现当代文学史料的体系与方式---3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
研究4的编纂理念与学术追求&中!他将)文本细读*与)史料实证*视作)自身赖以支撑的阿
基米德点*!'同样!在研究茅盾历史文学理论的文章%论茅盾对现当代历史文学理论建
设的贡献&中!吴秀明也以理论批评的眼光审视茅盾的理论建设历程!指出茅盾理论体系
的四个板块!)1真实论2是支撑其整体构架的阿基米德点*'"由此可见!无论是开辟自身
的学术研究道路!还是评论当代其他学者+作家的著述!吴秀明始终给予了一种)根据地*
意识的聚焦!即重视学术上的钻研性+深入性和逻辑性!找准其)阿基米德点*做研究!在这
些特定的领域中谋求)共振*!互动互渗!达到学科间+研究方向间的共通和融合!并维持研
究过程的动态平衡!即)学术根据地*的建设'

%重返文学的)历史现场*&是作者从近0""篇发表文章中整理编排的!上+中+下三编
的排列颇有点儿回顾自身学术生涯的意味!)以后视前*的言说方式也在某种程度上暗合
其学术旨归/历史虽描绘过去!却也指向当下和未来'作者对作品与史料+文学史+历史
文学这三个向度的研究!对应着)学术根据地*建设从后到前的三个阶段'而这三个向度
的确立!无论是自选集的编排还是所收入研究论文的具体内容!都散发着浓郁的个人兴
味'需要指出的是!)学术根据地*意识是贯穿于吴秀明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自觉!它的建
设也充分取决于学者本人的学术个性+研究兴趣!受制于其知识结构和学养'梳理历史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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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术根据地#的三元谱系

说研究+文学史研究+文献史料研究的三个阶段+三个向度!读者或许从中可感知动态平衡
的)学术根据地*是如何落成!又如何以研究者的学术前瞻性充实并打开当代文学学科研
究的多维空间'

以文章发表的时间先后为序!下编)历史文学的理论与实践*收录了作者./1!-!""/
年间的.!篇历史文学评论文章'吴秀明在)后记*中说明了文章的编选是)合历史合目
的*的!因此除了./1!年初出茅庐的作品%评近年来的历史小说创作&外!其余都集中在

!"世纪/"年代迄今的!"多年'选文针对八九十年代历史小说的创作及演变作出梳理
和批评!对历史小说的叙事维度+主题及模式都有专论!如历史小说的明清叙事+反法西斯
主题的抗战文学+领袖传记文学和)故事新编*模式.同时兼顾时下的文化转型语境!就)文
学真实*问题做了深刻的剖析'此外!自选集收录的%论茅盾对现当代历史文学理论建设
的贡献&等文章还具有深厚的理性思辨能力!结合中西方的理论成果!将茅盾的历史观+真
实观+艺术观条分缕析!其)以史观文*的思维脉络奠定了广阔的文学史视野')我是根据
写评文的需要!有目的地去翻看史书'比如在写到唐玄宗题材的历史小说评文时!去查看
有关唐玄宗这方面的史料!在写到捻军题材的历史小说评文时!去查看有关捻军这方面的
史料'*#吴秀明自述历史小说研究是自己建立的第一个)学术根据地*!而犀利的批判眼
光和夯实的历史知识基础缺一不可!是一位优秀历史文学批评家必备的学术资质!也是抱
有深沉学术热情的学人才能一以贯之的'

中编)文学历史的编写与反思*收录了发表于!""0-!".#年间的.!篇文章!就文学
史编写的时间顺序和空间结构+主流体制和中介系统+)三元*构成及)历史化*的历史观等
多个难点深入思考'如果说吴秀明的历史小说研究是)以史观文*!那么文学史研究则不
妨说是)以文论史*'在这一辑里!窃以为有两点)先见之明*值得读者注意'

一是!学术转向的背后!作者回归学术的责任意识和反思文学研究主体的问题意识'
吴秀明在)自序*中称自己从历史小说研究到文学史研究的转向是对学术工作的一种)回
归*'在!""0年发表的%漫谈大学中文学科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一文中!他以纵深的历史
眼光将现代大学与现当代文学的关系相连通!强调高校中文学科教育对当代文学研究的
深刻影响!独具慧眼地指出中文学科发展与当代文学前进的同一性和对话性!这意味着该
研究阶段中的作者已对文学研究主体的职责有了清醒的认识'可作为参考的是!"."年
发表的%面对)丘陵*的忧思---关于当代文学学科的几点思考&!时隔#年后!吴秀明对当
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责任方之一---文学史的规范和确立!有了更为系统的阐释')如果说
作家作品#特别是经典或准经典的作家作品$可称之是支撑一个学科的阿基米德点的话.
那么文学史则成为规范和确立一个学科地位的基础工程'*$作为文学研究的亲为者!吴
秀明结合自身的高校教学经历和多年文学研究的体会!就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问
题+当代文学自身内部的关系问题+经典与通俗的关系问题+意识事实的关系问题这四方
面有了研究主体性质的反思.此外!吴秀明发表于!".8年的%当代文学史编写三个问题及
相关选本的编选&对)文学史热*现象保持高度警惕!站在文学史主体的位置讨论文学史时
段的长短+内容的繁简和主体的强弱问题!这对作者在第三阶段的文献史料研究中继承这
一主体反思精神埋下伏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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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文化论坛"#!"./ 0$#总第.#辑$

二是!针对!"世纪八九十年代现当代文学领域的)重写*)重评*)重排*事件的评判!
作者具备的政治敏锐性和对)历史化*认知的思辨性'以%当代文学)历史化*的历史观问
题探讨---基于政治和革命的视角&和%后现代语境中的知识重构与学术转向---当代文
学)历史化*的谱系考察与视阈拓展&这两篇文章为例!吴秀明把如何看待政治+如何评价
革命这两个敏感的话题与当代文学的)历史化*钩连!指出当代文学历史与中国革命历史
具有惊人的同构性!)只有历史地把握中国革命的历史化!才有可能实现当代文学的历史
化'*%通过)历史化*的外源性理论与内源性思想剖析!他认为)重写*)重评*)重排*是在
社会文化转型语境下对此前)历史化*的)再历史化*!是)未完成的历史化*'只有认识到
这一点!它才有助于学人对当代文学研究的科学化和学科化抱持辩证的态度/为避免正
在)历史化*的当代文学走向)非人文化*!我们不应遗忘和忽略了对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史+
心灵史的考察'总而言之!吴秀明在当代文学学科发展视域下的文学史研究向历史充分
)敞开*!在学科化+学理化的过程中又高度重视主体及其内在精神灵魂的勘探'这就使其
对当代文学)历史化*的研究!不因其强调重要而走向偏至'

上编)文献史料的研治与阐释*与)以史观文*的历史文学研究+)以文论史*的文学史
研究不同!它重在强调作品与史料的互动!)文史互渗*!以达成作者前两个)学术根据地*
建设向度的合谋'该编收录了吴秀明发表于!".0-!".#年的..篇学术论文!)史料*研
究成为作者这一时期当代文学研究的重心'文学文本+文学批评+文献史料+档案制度等
多种研究层面在)文史互渗*的动态过程中彼此牵制影响!对单一视角下的当代文学研究
无疑是打开了天花板!向现代文学+古代文学的成熟化+体系化研究靠拢'吴秀明认为!长
期以来)以论代史*)以论带史*的研究惯性造成了学术价值的损伤!也无益于当代文学学
科走向成熟'从单一的批评化文学研究中走出来!把重视史料实证作为治学基础!能达到
整体全局的)战略转移*'笔者认为!)文献史料研究*作为吴秀明)学术根据地*建设中至
关重要的一环!直接决定了这一)学术根据地*的最终的深度和广度'

首先!)学术根据地*建立与超越的动态平衡在于学术逻辑的前后一致性+学术思维的
递进性和学者研究方法的进步性'文献史料研究对文学史研究的)再超越*是通过理论+
批评和史料的打通!也即当代文学已有的理论批评体系的)历史化*'这与上文所述)历史
化*中的中国当代文学之说显然同源'自!.世纪以来!吴秀明的学术重心向)文学与史料
的互动*靠拢'早在!""6年!他就在相关文章中初步思索了当代文学的史料建设问题!而
作为历史小说领域重要的批评家!吴秀明的学术理论与实践本身就是研究当代文学史料
问题的)证人*'在%批评与史料如何互动&中!他吸收了韦勒克和沃伦的观点!创造性地提
出)史料实证*)作品解读*和)理论思维*三要素组成文学研究主体的)正三角*#),*$知识
构架!)史料实证*与)作品解读*的双向互动共同支撑起)理论思维*'虽然强大的)一体
化*体制使这个)正三角*构架如同戴着镣铐跳舞!然而史料与批评+历史逻辑与艺术逻辑
互融互动!至少能稍稍纠偏过于主观化的文学研究趋势'正如他在%当代文学研究应该与
如何)及物*&一文中所说的!当代文学与史料之间并不在于)去政治*或是)非政治*!而在
于合历史+合逻辑地形成它们与研究主体的对话'同时!%当代文学研究的知识学养问题&
等文章依然延续了)学术根据地*建设第一+第二阶段对当代文学学科研究主体的反思!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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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术根据地#的三元谱系

进一步通过学人的)代际*研究来说明!当代文学完全可以而且有必要承续中国传统的实
证方法!对之进行创造性的转换和创新性的发展'

其次!近年来高校对文学史料研究的重点支持也给予)学术根据地*不断超越其既定
框架的可能性'从!"."年国家重点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文献史料问题研究&的立项开始!
吴秀明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于!".7年出版为76万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
直接引领了当代文学学术研究从基础设施到全局理论的深入和创新!&这对于当代文学

学科内涵的挖掘与提升有丰富的启迪作用'而%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与史料选&%中国当
代文学史料丛书&等作品选或史料选本的出版!则不断充实了吴秀明的文献史料研究成
果!在深化史料意识+文史互动的同时!也实现了)学术根据地*的又一次超越'

最后!读者不能忽视的是!在当代文学已走过#"年历史+而当下正倡导历史化+经典
化的今天!)学术根据地*的建设离不开每一个学人的坚守和奔跑'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发
展至此!除了有吴秀明等)甘坐冷板凳*!倾力钻研史料的学科带头人勉之这种精神!也得
益于他们将学术阵地的)后退*视为)前进*的战略性目光')学术根据地*没有恒定的发展
模式!然而当代文学的研究者若要寻找自己的阿基米德点!构建新的)学术根据地*!还需
潜心涵泳!不为纷乱的)学术热*丢失了深度钻研的热忱'

注释%
!"$% 吴秀明/%重返文学的)历史现场*---吴秀明学术论文自选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年

版!第!".页+第6.6页+第06#页+第0!/页'

# 吴秀明/%在历史与小说之间&!时代文艺出版社.//#年版!第076页'

& 杨洪承/%当代文学)历史化*命题与学科建设的自觉---兼谈吴秀明主编3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

题研究4阅读印象&!%南方文坛&!".#年第0期'

"陈璧君!女!文学博士!浙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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