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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十三届年会
暨“百年中国文艺理论的回顾与反思”学术研讨会综述

杨建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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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２３ 日，由中国文艺理论

学会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

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中国文艺理论学

会第十三届年会暨“百年中国文艺理论的回顾与

反思”学术研讨会在济南召开。 来自全国各高校

和科研机构的文艺理论研究者共 １７０ 余人参加了

会议，与会代表均提交了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并做

了会议发言。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硕、博
士研究生 ４０ 余人旁听了会议。

开幕式由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主任谭

好哲主持。 曾繁仁教授代表主办方向与会代表的

到来表示欢迎，同时指出，在新的历史节点上回顾

与反思百年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历程需要从理论

的总结和文献的梳理两个着眼点入手，并阐述了

由他主编并即将出版的九卷本《中国美育通史》
的主导理念与核心观点。 学会副会长赵宪章代表

学会对主办方的工作表示感谢，同时认为“学无

古今中西”，致力于西学的学者需要坚持中国立

场、直面中国问题、使用中国表述方式，而以中学

为业的学者也应该有西学的视野，文学理论的跨

学科研究要在不同学科之间发现新问题。 之后的

会议分为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两部分进行，并围

绕以下几个议题展开了讨论。

一、 百年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历程

鲁枢元认为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理论概念，
“新时期”已经逐渐走进历史，对这一阶段文学理

论的发展状况和基本问题进行总结和反思是当务

之急。 高楠认为百年中国文论的发展经历了两次

根本性的断裂，第一次是辛亥革命引发的文学理

论传统的断裂，第二次则是文革结束粉碎四人帮

引发的文学理论与社会政治一体化传统的断裂。
谭好哲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引进和传播改

变了中国学者已经定型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地

形图，扩展了当代文论的问题域、并对中国学者研

究当下发展中的文学艺术、文化产业和大众文化

等提供了理论参照和方法论借鉴。 彭修银对早期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过程中的“日本因素”的

当代意义进行了分析。 杨守森认为新时期中国文

论的发展由于历史重负和其他因素的束缚，导致

具有创新性的理论关键词极其有限，具有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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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词的创新是其未来发展之路。 李庆本将

２０ 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概括为主体性的建

构与消解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多元化格局。 俞

兆平认为 ２０ 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文学界唯理主义

影响深远，而新近兴起的“学案分析方法”等则预

示着以经验主义的实证为前提，以归纳概括为逻

辑原则的文学研究方法的再生和复兴。 张红军对

８０ 年代以来中国批评界兴起的修辞批评的发展

与特征进行了分析。 贺昌盛分析了近代中国“文
学”学科的建立过程及其内外方面的原因。 中国

现当代美学家也备受关注，汤拥华、曹成竹等学者

对宗白华、王国维和蔡元培的美学思想进行了分

析和研究。

二、 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现状与未来前瞻

冯毓云认为建构中国话语的文学理论既要考

虑当前的历史语境和文学发展状况，又要持一种

坚定的中国立场，对待西方的学术资源要拿来、借
鉴，更要与中国实践相结合。 张政文认为当前文

艺学和美学应该从本土化和当下化两个方向实现

理论转场，从而恢复理论干预生活的能力。 陈晓

明呼吁理论研究者和批评家们关注当代本土文学

的创作实践，从民族文学的实际感性经验出发，以
规避片面吸收西方文艺理论导致的与本土文艺经

验脱节的现象，从而实现文艺理论的在地性。 朱

大可认为当前的文学理论应该与艺术理论相通

融，其与现实的疏离可以从人性、公共性和国际性

三个方面进行阐释。 王德胜认为思考和重建美学

与生活的现实关系应该成为当前美学研究中的重

要问题。 吴炫认为，在学术研究中，弄清楚什么才

是真正的问题至关重要，只有独特的问题理解，才
会产生独特的思想、理论和主义，学术的甄别也才

能有自己的价值坐标。 刘俐俐认为当前文艺理论

创新应该抓住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建设这一重要机

遇。 赖大仁对重建当代文论的时代背景、研究对

象、基本问题和价值目标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阎

嘉以哈比卜的《文学批评史》为参照对当代文论

中的诸多热点问题进行了重新阐释。 邢建昌认为

文学理论具有知识学的属性，包括非实证性的知

识、可以名言的知识、解释的知识和寄生性的知

识。 单小曦认为当代文论争鸣基本属于“本质

论”范式之中的内部矛盾，建构现代存在论文艺

学可以作为未来发展中的一种选择。 段吉方认为

当代中国文论建构中的中国经验应该是通过有效

的批评实践增强对当代中国文学发展所面临的历

史情境与理论共生张力的分析，在把握当下文学

经验与文化语境的过程中凸显理论精神和批评品

格。 张进将翻译文论作为与中国文论和西方文论

并列的第三种文论形态，并对百年中国翻译文论

的“二板块四分支十层面”及其关系进行了分析。
刘毅青认为顾彬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虽然也以作

家作品为核心，但却是以思想史的概念代替了文

学作品本身的审美。
当代文学的数字化和图像化也是讨论的热门

话题。 欧阳友权对网络文学研究的方法论进行了

思考，认为“从上网开始，从阅读出发”是介入和

研究网络文学的基本要求和起点。 胡亚敏认为当

代文学批评需充分认识包括数字媒体在内的科学

技术的意识形态性，要求读者具有自主的选择和

批判能力，还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使之满足包括

人的感官的全面解放在内的精神需求。 赵宪章认

为“文学图像论”是在文学与图像之间发现的新

的学术领域，“语图符号学”可以成为介入这一领

域的有效方法。 凌晨光以海德格尔解读梵高的

《农鞋》为例，探讨了哲学家谈论艺术的方式及其

影响。 刘旭光以中国画为例，对 １９１８ 年以后中国

美感的变迁进行了深入分析。 王东、李森、韩模

永、高薪等青年学者的文章对这方面的问题也进

行了深入阐述。

三、 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阐释

李春青认为对中国文艺思想史的研究应该采

用“综合性视角”。 傅修延对中国文化中的听觉

传统及其作用下中国古典叙事呈现出的尚简、贵
无、趋晦、从散的特点，以及中国古典小说的“缀
段性”结构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 进而，他还从

听觉叙事的角度对卡尔维诺的小说《国王在听》
进行了深入的解读。 张节末从《诗经》中的比兴

循环解释现象入手探究了中国文学传统中“兴”
的起源。 赵奎英分析了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重

“物”传统及其语言哲学基础。 刘彦顺从时间性

的角度对朱谦之的礼乐教化思想进行了阐释。 胡

建次对中国现当代时期传统词学视域中的词境论

进行了考察。 陈莉辨析了“感应论”和“感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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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中国古人感知和认识世界的方式的异同。
洪树华阐述了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共鸣”理论的

理论资源及其心理层级。 孙银霞分析了晚清诗论

“百家争鸣”的状况。

四、 西方文论及其中国化研究

马大康认为审美和文学艺术活动是意识与无

意识、言语行为记忆与行为语言记忆间的充分合

作，两种语言（行为）的特征决定着审美和文学艺

术活动具有双重性。 徐亮认为保罗·德曼的解构

理论由于把意义与语言、述事与述行视为根本无

法汇聚的两岔，无法为任何一种主张作申诉，因而

也就消解了它的伦理价值。 陶水平认为布尔迪厄

的知识社会学和美学社会学把一部文学史、艺术

史和美学史描绘为区隔和竞争的历史，从而消解

了传统美学和艺术理论的诗情画意和审美精神。
王汶成分析了巴赫金话语理论的基本内涵及其对

文学话语研究的启示意义。 程相占就环境美学家

柏林特对生态美学的批评进行了回应，并阐释了

自己的生态美学理念。 屠友祥对巴特的“可写

的”与“可引人写作的”两个概念进行了辨析。 汪

正龙分析了 ２０ 世纪语言转向对文学理论所产生

的影响。 董希文分析了 ２０ 世纪西方文论强制阐

释倾向产生的学理逻辑。 金雯分析了英国十八世

纪小说的视觉性及其与视觉艺术的关联，认为视

觉性与文字叙事艺术不可分离。 麦永雄分析了保

罗·德曼、伊格尔顿和童庆炳三位理论家所提出

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不同内涵及其理论关联。
王峰认为审美经验的研究经历了从历史本体论、
先验反思论、意识现象学走向系谱式的语言现象

学分析的发展过程，并重点从语言分析的角度对

原初的审美经验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曾军

提出了 ２０ 世纪西方文论中作为“异国情调”的中

国问题、成为“东方主义”的中国问题和谋求“多
元共生”的中国问题三种阐释中国的范式。 除此

之外，学者们还对瑞恰兹、本雅明、詹姆逊、列维纳

斯、利奥塔、朗西埃、鲍德里亚、弗莱、盖茨等理论

家的思想进行了深入分析和阐释。
最后，盛宁教授对大会进行了总结。 总体来

看，此次会议议题丰富、讨论热烈。 学者们对百年

来中国文论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对中

国文论的现状和问题表达了焦虑，但同时也对文

论的未来发展抱有信心。 老年学者仍旧笔耕不

辍，中年学者学术热情高涨，而一大批优秀的青年

学者崭露头角，体现出较高的学术素养和理论水

平，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学理论未来的希望。

（责任编辑： 王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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