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术根据地"的建构与超越

! 史婷婷

摘"要!#重返文学的&历史现场'$作为具有一定时间跨度与内容涵盖面的
学术选集%大致依照&由近及远'的逻辑顺序%分为&文献史料的研治与阐释'&文
学历史的编写与反思'&历史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三编编纂"这一自洽的编排方
式%不但是对吴秀明学术生涯的回顾%而且体现了其治学的&学术根据地'意识"
事实上%无论是&根据地'的初步建构%还是建构之后的超越%均指向治学维度的
一种自觉状态"而这也是#重返文学的&历史现场'$及其所内蕴的&学术根据地'
意识对当下的重要启迪"

关键词!&根据地'意识"内在逻辑"建构与超越

作为带有)自我盘点*意味的学术自选集!%重返文学的)历史现场*&在吴秀明教授

./1!年至!".#年间发表的0""多篇文章中!筛选出06篇代表作的选本'大致按照)由近
及远*的逻辑顺序!分为)文献史料的研治与阐释*)文学历史的编写与反思*)历史文学的
理论与实践*三编编纂'它不仅对编者几十年学术研究进行了以点带面的梳理与归纳!同
时也充分体现了其在治学过程中确立的)学术根据地*意识及其建构与超越'

关于)学术根据地*!吴秀明在十几年前就提出了!并在相关的文章与访谈!中从源

流+实践等角度对之作了阐述'总而言之!建立)学术根据地*指的是学者在学术研究中要
寻找主攻的方向!从而集中精力钻研!方可形成独有的学术特色与竞争力!继而成为特定
领域的专家'这一点在古今中外许多人文学者身上均可得到体现!无论是纪传体史书的
先导司马迁!还是小说戏曲评点的名家金圣叹!抑或现代史学大家陈寅恪!均在文史领域
取得了独树一帜的成就!也为研究)先专后精*提供了实践的依据'而)超越根据地*则是
指学人的自我调整与提升!即)打破现有恒定的秩序!使之处于一种动态的开放的状
态*'"当然!此所谓的超越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既指特定学科+特定方向内部的调整!也
意指文+史+哲等学科的彼此敞开状态'就具体的当代文学研究而言!)超越根据地*指的
是学者随着经历+阅历的增长!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对原有的)学术根据地*进行有意识地调
整+扩充+转换!使其在学术研究的视域与质量上得到提升!并进而对整个当代文学学科
化+规范化和学理化有所助益'事实上!当代文学领域不乏从文学批评转向史料研究的学
者!如程光炜+李洁非等!均在原有对当代文学评论的基础之上!从方法与实践的角度对当
代文学)年代学*史料+体制性史料等进行了不同维度的考察!其相关研究既富有文学性!
又长于历史考辨'简而言之!无论是)根据地*的初步建构!还是建构之后的再建构!均指
向治学维度的一种自觉状态!包括当代文学学科在内的各个领域的学者应有)学术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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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根据地#的建构与超越

地*意识!首先是建立之!其次是超越!甚至是再超越之!在建立与多次超越之间保持一种
)动态的平衡*'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重返文学的)历史现场*&就很好地对吴秀明主张并身体力行实
践)建立根据地*与)超越根据地*进行了呈现'从全书的框架与编排方式中!我们也不难
可见其中大致清晰的)历史小说研究*)文学史研究*)文献史料研究*三个阶段!或者说是
治学)三部曲*'从最初的历史文学批评!到与其相关的历史文学相关理论探讨!再到当代
文学史教学与研究!继而从事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这不仅见证了吴秀明对学术工作的
一种)回归*!还体现了其不断深入的学术研究脉络'正是在这样一种建立+超越与再超越
中!吴秀明形成并稳固了其独有的学术风格与旨趣'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随着当代文学学科的逐步成熟!有些长期从事当代文学批评与研
究的评论家与学者均在近些年推出了不少成果!但并非所有的学人都能)直面*以往自己
的研究!而是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由于缺乏)学术根据地*意识而导致频繁无序变化!对
之不能进行对接!前后出现了严重的断裂'正如吴秀明在)后记*所说的那样!)展示自己
过往的研究文字!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有时甚至需要有一点儿勇气*'#无论是文坛还是

学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自毁少作*的现象'而吴秀明恰恰在自选集中收录了自己)出
道*的第一篇文章%评近年来的历史小说创作&#%文学评论&./1!年第!期$!这也从一个
侧面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成熟学者对学术追求的内在逻辑性和一致性'

就具体的内容与编排而言!该自选集上编)文献史料的研治与阐释*是吴秀明近些年
来治学的重心'这一点!无论是在其主持!"."年度国家重点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文献史
料问题研究&+!".6年度国家重点项目%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及其主要路径与方法&
中!还是作为前者结项成果的!".7年出版76万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论著!
以及与之具有密切关联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史料丛书&!均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区别于
一般意义上的)专题*研究!这里的上编!可以说从诸种要素与层面切入!对当代文学史料
作了)整体系统*的研究!无论是对当代文学史料的概念与形构的分析!对当代文学史料存
在方式与问题等重要话题进行多维度的阐释!还是对别具)中国当代*特色的运动史料+版
本生产+档案制度等内容的考察!都体现了吴秀明的学术视野与判断'当然!吴秀明在文
献史料研究中的鲜明的问题意识!已超出了对当代文学学科规范化+学理化的期盼!这在
%一场迟到了的)学术再发动*&%当代研究应该与如何)及物*&等文中均有突出的体现'这
些文章不仅具有一定的时间延续性!还关注到了空间维度的)文化中国*视域下的世界华
文文学史料'此外!作为较早从事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学者!吴秀明以高屋建瓴的思维视
野!在近年发表的%当代文学研究的知识学养问题---基于文学史料的一种考察&一文中!
按照)代际*理论将从事当代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的学人分为三代!对其成就和不足进行
了爬梳!并对其背后所透露出的文学教育方面的缺失进行分析!主张学人应进行知识结构
的调整'可以说!该文具有研究主体的意味!带有鲜明的反思性与前沿性!而这一点恰恰
是现有研究中的盲区'进而言之!随着史料意识由初始的不自觉发展到近些年的渐趋自
觉!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在最近一+二十年中!在体制+版本+选本+文类等方面都取得了
不少成果!也从历史化的角度推动了整个当代文学学科的内部转型'但正如李扬所认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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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文化论坛"#!"./ 0$#总第.#辑$

的那样!)1历史化2还不仅仅意味着将对象1历史化2'更重要的还应当将自我1历史
化2*!$即强调研究主体的反思与自我调整'%当代文学研究的知识学养问题&一文!正是
吴秀明对研究主体之研究的成果!也可以说是他从另一层面对)学术根据地*的一种)超
越*!值得引起重视'

众所周知!尽管截至目前为止!当代文学史的生存权问题已得到了解决!近些年层出
不穷的各类当代文学史论著也从事实的层面对唐弢等)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判断作出了
回应!但与古代文学史!甚至与近现代文学史相比!由于与复杂的政治因素杂糅在一起!当
代文学史编写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历史局限和先天不足!尤其是体制性+现实性问题情况
更加突出'毕竟!当代文学的研究主体与对象处于)同构*状态!)加之学风方面问题!使它
在言说历史时不仅缺少严格的规范!而且往往显得比较随意乃至出现较多失判*'%正是

在这一背景下!吴秀明根据自己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三卷本$+%当代中国文学六
十年&的实践!以及结合自身长期从事当代文学史教学的经验!)从专业化的角度!对当代
文学的生成发展+运行轨迹+创作批评+传播接受及其经验教训等作了较为全面的归纳和
爬梳*'&

与致力于)文献史料的研治与阐释*的上编不同!中编)文学历史的编写与反思*是吴
秀明在文学史教学与编写实践的基础上!对与文学史相关的学科特点+时空状态+编写问
题等话题所作的多维考察'它不仅具有文学史本体研究的色彩!更为难得的是!还带有反
思的品格'例如!%当代文学史编写三个问题及相关)选本*的编选&一文就专门对当代文
学史的分期问题+内容的繁简问题+研究主体对文学史的)介入*等问题作了基于实践的分
析'%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的历史观问题探讨&一文!主要从政治与革命的视角切入!对
)历史化思潮*流脉及与历史观关系!)怎样看待政治*)如何评价革命*等难度较大而又敏
感复杂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具有较强的思辨性和学理深度'尽管当代文学)历史化*
因基础相对薄弱而困难重重!因话题的高度敏感性而带有一定的学术风险!但它却是通向
学科化+进行自我升级转型的必经之路!也可以说是其中的一个瓶颈'所以!无论如何!我
们不应回避'

与上述带有)超越根据地*性质的上下两编不同!)历史文学的理论与实践*是吴秀明
学术生涯所建构的第一个)学术根据地*!即从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角度对)时下*的历
史小说#历史文学$的创作做了基于文本细读的具体而微的考察'其所涉及的内容!包括
反法西斯主题抗战文学+领袖传记文学+)新故事新编*+历史文学创作中的)历史翻案*)影
射*问题+)现代化*问题等等!它紧扣时代思潮!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此外!该编还从
文学理论的层面!就历史文学学术史和历史观+真实观+艺术观的角度!对茅盾之于历史文
学理论的贡献进行了补遗式的探讨'这里收录的.!篇论文体现了吴秀明学术生涯初期
对历史小说#历史文学$及相关理论的倾力研究'虽然与上述两编紧扣文学历史稍异!下
编主要是对当代历史小说#历史文学$进行了基于艺术审美的判断与评价工作!涉及%李自
成&%曹雪芹&%戊戌喋血记&%星星草&%风萧萧&%金瓯缺&等作品!但)历史*始终是包括本编
在内的自选集一个一以贯之的关键词!它体现了吴秀明对于历史与现实的密切关注'当
然!对历史小说#历史文学$的批评与研究!也为他日后对文学史+文献史料的研治埋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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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根据地#的建构与超越

伏笔!打下了基础'正如上文所言及的那样!在从事当代文学文献史料整理与研究的学者
中!不乏从评论转向而来的学者!这一现象除了与文学教育具有密切关联之外!也与上世
纪1"年代独特的时代背景与社会氛围有关'毕竟!对于许多刚步入新时期的学人来说!
相对自由的文学批评不仅是一种)拨乱反正*的形式!还是难得的人文知识分子参与社会
讨论!甚至参与舆论建构的契机!无论是对于伤痕文学的关注!还是对先锋文学的)力捧*!
其背后或多或少均有此因由'正如吴秀明特意将历史小说#历史文学$批评纳入自选集的
体系中一样!批评始终是当代文学学科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仅是历史化的重要路径
与方法!同时批评本身还是珍贵而又独特的一种当代文学史料!具有历史与现实的双重
价值'

可以说!%重返文学的)历史现场*&不但很好地体现了吴秀明的当代文学研究具有回
到历史语境+向历史求真的性质与特点!还富有意味地对他几十年学术生涯作了一次)重
返*'由此及彼!笔者想到除了积淀尚浅之外!当代文学学科的先天不足还在于良好的治
学学风与理念的缺失'或许比起蜂拥而至地对)热点*进行追踪!学界也需要沉潜下来!根
据自身的特点与优势进行批评与研究!即应有一种自觉的)学术根据地*的意识'这不仅
意味着学人对于学术研究应有独立的判断与实践!还意指整个当代文学学科呈现的成熟
与稳定趋势'当然!)学术根据地*的建构与超越并不意味着固步自封或画地为牢!事实
上!正是在)学术根据地*的建构与不断超越过程中!学术研究才有可能打破原有的思维定
势!有效吸纳古今中外的研究成果!在学术上不断取得进展'吴秀明在近几年的文章中多
次提到的历史化)外源性*资源与)内源性*资源!就是一种自觉的)敞开*心态'他关注詹
姆逊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寻找传统汉学+朴学的治学之术!不可不谓匠心独具'
而这也正是%重返文学的)历史现场*&及其所内蕴的)学术根据地*意识对当下的重要
启迪'

注释%
!" 吴秀明+赵卫东/%超越)根据地*!走向更宽阔的领域---吴秀明访谈&!%渤海大学学报&!"..

年第.期'

# 吴秀明/%重返文学的)历史现场*/吴秀明学术论文自选集&后记!浙江大学出版社!".1年版'

$ 李杨/%6"7#"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0年版!第077页'

% 吴秀明/%当代文学史教材编写需要正视的三个问题---基于编写实践的一种思考&!%浙江社会

科学&!".8年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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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婷婷!女!/"后!浙江宁波人!浙江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
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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