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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诗学的文化创意

沈金耀 林继中

摘 要:人如何培育、完善自己，这是根本性的文化创意，与时下流行的所谓“文化创意产业”不同。文化诗学以其历史

性的视野、跨学科的研究策略、整体性的思维重返文化整体，开辟文化创意的广阔领域与可能性。继承“兴于诗”等中国

传统诗学观念，可知文学文本与现实人生的相互建构是实现文化创意的有效途径。文化诗学的文化创意是富有诗意的

文化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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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塑造自己的历史，或者说就是人在世界中不断文化自己的过程。如何塑造

真正的人，即人如何“文化”自己，这是根本性的文化创意，文化诗学的文化创意研究以此为纲而展开。
这是本文试图论述的文化诗学的文化创意。

一、文化创意辨析

文化，有诸多定义，从大的方面看，其基本含义一方面是指人类创造的各种文化成果，包括物质、制
度、精神等层面; 另一方面是指人在创造各种文化成果的同时不断地“文化”( 培育、完善、塑造) 自己。
人是对未来有所筹划的存在者，设想自己的理想文化人格，觉悟真正的人生价值，践行自己的理想文化

人格，是文化创意的根本意义所在。
文化在不断的发展，人在不断的文化自己，同时产生无穷的文化创意，创造着新的文化成果。国家、

家庭、宗教、习俗、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等，这些成果都是人的文化创意的对象化，文化创意因

而具有多种含义、具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方式。
然而，当前关涉文化创意的话题已被严重扭曲。文化创意在中国被缀上“产业”二字，流行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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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所谓的“文化创意产业”。“从当代世界文化与经济的发展来看，未来文化创意产业对中国经济的全

面协调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什么是创意产业? 创意产业( Crea-
tive Industry) 、创意经济( Creative Economy) ，或译‘创造性产业’，是一种在全球化的消费社会的背景中

发展起来的，推崇创新、个人创造力，强调文化艺术对经济的支持与推动的新兴的理念、思潮和实践”
( 金元浦 6) 。这个 Creative Industry( 创意产业) ，本来是利用文化艺术推动经济，到了中国却成了“文化

创意产业”，用百度搜索，或知网查阅，数以万计的文章在谈论“文化创意产业”，这个词与“创意产业”有

着重大的区别。“创意产业”，是利用文化艺术推动经济发展; “文化创意产业”，是以经济裹挟文化，文

化创意的价值只剩经济一个衡量的尺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追求物质财富为人生最大目标，似乎成

为时代的主潮，于是，文化创意被限定在一个狭小的空间，成为“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一个本来

应该是事关人的整体性生存的问题，在“文化创意产业”的话语中被局限于经济活动的某一方面，这样

的文化创意被产业、经济、金钱绑架了，如果按这个思路推衍下去，人的文化几乎等于人的物化，所有的

活动只是为了增加物质财富。
其实，当代人类的财力并不匮乏，我们富足到有能力每年开支巨额的军费。如 2010 年全球军费开

支达 1． 6 万亿美元( 《广州日报》2011 年 6 月 8 日 A11) ，2010 年全球人口为 69． 09 亿，人均开支约 230
美元。这些军费开支足以让全球贫困线下的人脱贫，可是人类却用这些军费开支使更多的人陷于贫困。
仅此一例可见人类重要的问题不是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而是如何更人道地使用现有的物质财富。我

们没有必要将所有的人类活动都纳入经济范畴，更不能以是否创造物质财富作为价值判断的唯一标准。
军费开支、贫富差别、环境污染、恐怖活动等等，表明人类的现存文化面临严重的危机，人类文化仍有诸

多方面亟需改善甚至重构。人类能否创建更为合理的社会制度、全球秩序、精神信仰，这才是真正考验

人类文化创意的地方，人类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需要超越发展经济、追求财富的文化创意。人类在不断

文化自己的过程中，绝不可缺失根本性的人文关怀。
因此，在经济化、产业化、物质化的大潮中，文化创意更为重要，人文学者的使命和责任更加重大。

文化诗学的提出，与其说是人文学者对边缘化的抗争，或是人文学者在经济化社会中采取的生存策略，

不如说是人文学者的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的体现。因为，面临人类的文化危机，人文学者应有自己的声

音。挽救文化危机，人文学者有自己的责任。从当前世界各地文化诗学的实践看，文学研究者主要是从

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提倡人文关怀，研究文学活动在人类文化中的功能与作用，探索具有真正人文精

神的文化创意。
文化诗学，其现实形态是一种以文化为背景的文学批评的实践，或是一种从文化整体出发思考文学

的理论。但文化诗学的学者们的主张和方法，如重构历史文化语境、古今中外理论思想的相互建构、各
学科的融合与重组( 或跨学科) 、文学文本与现实生活的双向振摆、文学研究向日常生活的拓展、诗意向

往、总体性视角、新历史维度等等，如果不做学究式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主张和方法体现了文化诗

学提倡者的远大抱负: 应对文化危机，重返文化发展的基始之处，探索并开拓具有真正人文精神的文化

发展方向，提出具有根本性的、富有诗意的文化创意，在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双向建构中创造美好的人生。
如闻一多对《诗经》的解读，正是从整体文化发展的角度出发，尽可能地理解古人生活情境而阐释《芣

苡》等诗篇深厚的文化价值，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解读其中的创生意义( 闻一多 3: 202 － 05) 。巴赫金对拉

伯雷的《巨人传》的阐释，重构历史语境，揭示了其中“物质—肉体”因素，“下部”描写的积极意义，对其

蕴含的更替、孕育、再生的意义做出令人信服的解读( 巴赫金 6: 1 － 68) 。闻一多、巴赫金等前辈理论家

的论述，无可置疑地加深了人类对自己的认识。同时，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充分揭示了真理“是在共同

寻求真理的人们之间诞生的，是在他们的对话交际过程中诞生的”( 巴赫金 5: 144) 。“对话理论”更是

直接启发了当代文化诗学学者关于文学文本与现实人生相互建构的探索和阐释，在文学文本与现实人

生的对话中，发现人生真理，实现真正的文化创意。
文化创意，两个取向，一是创造各种新的文化成果，一是人对自己的创造性塑造。文化诗学的文化

创意着重思考与实践的是后者。从当今各路文化诗学研究者的思想及其实践看，文化诗学在人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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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方面最为突出的是整体性思维以及关于文学文本与现实人生相互建构的研究。

二、文化创意之整体性思维

各种角度、各种方式的文化创意的最终意义应归结于人对自己的文化( 培育、塑造、完善) 。所以，

如何塑造人，是文化创意的最终意义也是文化创意的依据。
人的生存是一个整体。文化( 动词) 是人类活动各个方面的展开，“文化”( 如何塑造人) 涉及人类

活动的各个方面，所以各种制度问题、艺术问题、科学问题、心理问题等等，也都包含着文化问题的某一

方面。同时文化创意是多方面的，政治的创意是创立一个国家的体制，宗教的创意是创立一种终极关

怀，经济的创意是开拓最大利润的途径……等等。各种具体的文化创意之间，其价值取向可能是一致

的，也可能是相反或冲突的，价值取向不同的文化创意撕扯着每一个人，让人向某一个方面突出、发展。
因此，在当代社会，各种“创意”往往相互冲突，对人实施着价值取向相反的塑造，从而当代人的个体存

在被描述为是一种碎片化的存在。然而，就我们的生存经验看，每一个人又都力求成为完整统一的个

体。在碎片化与完整统一的矛盾中，文化诗学关注的是人的整体性的存在，抵制个体存在的碎片化。
人的文化( 自我塑造) 应是整体性的。《论语·述而》中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杨伯

峻 67) 就是一种整体性的人格建构方案。道、德、仁、艺四个方面并非相互更替的人生阶段，或非此即彼

的人生选择，志、据、依、游体现了四个方面构成整体时的相互关系。个体的生存将各个方面合为一个整

体性的生存过程，具体化为具有个体创意的生存样式。每一个时代的人，面对现实的境遇，在生存中反

复领悟、树立自己的信仰———道，由悟道于心而不断确立并遵从的基本法则———德，从而“依于仁，游于

艺”———仁爱而快乐地以自己切实可行的方式生活着。艺为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是日常活动内容

与方式，在日常活动、劳作之中不违道、不离德而依于仁。如果上述四方面不是作为一个整体，而理解为

某种次序，则割裂了人生。若只是“游于艺”则可能游而忘返，沉迷于实务而失却道的追求与向往，实际

上是非人的生存。道、德、仁、艺是相互制约、建构、共处一体的，不是相互更替的。在人的文化之中，文

化诗学强调个体生存的整体性，努力实现个体生存的整体统一性。
人存在于社会之中，各种具体的文化创意出自文化总体。现行的学科制度，将各类学者分布于各个

学科之中，形成各类专家，各类专家又从各自专业的角度提出各种具体的“文化创意”，学科化、专业化

的思维模式往往专注于文化的某一方面而遮蔽文化的整体性存在。现行各种分立的学科如果继续在单

一学科的方向上深化，已很难有根本性的文化创意产生。如果着眼于根本性的文化创意，跨学科实际上

是重返文化整体，对现行学科进行重组，从而实现新的文化创意。因此，文化诗学研究中的跨学科主张

可以解读为重返整体文化而重新出发的学科重组，从而追求真正的文化创意。这是文化创意的整体性

思维的主要表现，它体现为文化诗学的学者大多从根本处着想，思考文化创生、发展之道，主张重返文化

创意产生基始的文化整体，探寻人的“文化”( 创造性的自我塑造) 、文学重现辉煌的可能性。普遍认为

文化诗学使用的是微观与宏观相结合、或是辩证互动、或是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尽管说法不同，但其共

通的旨趣是力求在广阔、动态的历史文化整体中研究“文学”，并表现出对文化整体性的倚重，对人的生

存的完整性的追求。
然而，在严格意义上说，文化整体是不可完全把握的，整体对我们来说是无限的、隐晦不明的，人的

生存的整体性也是如此。所以近代科学发展了通过设定各种条件而获得对象明确、范围确定、问题集中

的研究方法，在文学中也形成了将文本当作相对独立的世界的研究方法，从而追求文学研究的科学性、
客观性、学术性。甚至，对人的评价如大学里对教师学术水平的评价也做了量化处理，追求所谓的科学

标准。然而，科学化、技术化的方法也有局限，怀特海指出:“仅仅强调清楚地经验到了的事物的特殊方

面这种做法推进了科学，但阻碍了哲学”( 怀特海 72) 。这种集中关注某一存在者的研究方法，在揭示

某一存在者的同时也遮蔽了存在者整体。当我们提出整体性问题时，我们不得不超越科学的方法而进

入形上之思。我们知道整体的存在，但我们只能言说某一方面、局部、片断，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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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我们明白、确定地言说某种对象时，又想到存在者整体; 当我们描述静止的研究对象时，又想到

对象处于不断的运动之中; 当我们准确地认识眼前的对象时，我们又清楚地意识到同时遮蔽了其他的存

在者; 当我们的行为受意识指引时，又知道同时也受潜意识的影响; 当我们作为主体生存在这个世界中

时，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正在不由自主地被不断地构成……总之，总体( 或整体) 对我们而言不可能完

全把握，总是隐晦地存在着，我们的知性思维能清晰认识的只是整体的部分、片断、局部。而我们也只有

在研究某一确定对象时，联想到与之联系的整体存在者才可能真正认识这个眼前的对象，所以当我们清

楚、明确地经验某一事物时，不能不联想到隐晦、甚至有些神秘的存在者整体。这样的思维模式似可以

描述为:“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 老子 16) 。老子的这一论述可做一些现代阐释:“知其白”似可阐

释为对清晰、有限、显现、确定的存在者的经验，“守其黑”似可阐释为对隐晦、无限、潜在、变化的存在者

整体的把握。在文化诗学视野中，不仅局限于对清晰、有限、显现、确定的文学文本的研究与批评，同时

关照隐晦的文化整体，这是文化诗学研究有意识地“知其白，守其黑”。
隐晦的整体，比我们所能清晰经验的对象更为根本、更为古老，也蕴藏着我们各种认识、创生的可能

性。各种新课题的展开、创意的可能性都来自这个隐晦的整体。人生存于这个文化整体之中，在文化整

体中不断地文化自己，也不断地创建文化成果。同理，文学也是在文化整体的运作中不断地产生，文学

在生成的过程中参与文化的建构。文化诗学的整体性研究正着眼于文学与文化整体的关系，着眼于文

学与文化、诗学与文化的相互建构，在文化整体性中研究文学，把握文学，揭示当代文学发展的新的可能

性。文化诗学对文化整体性的倚重，正因为文化整体的运作是各种文化创意的源始之处。
研究对象的扩大、历史性的视野、跨学科的研究策略、整体性的思维等，体现着文化诗学的基本立

场、策略。它不是在现有学科分割的基础上进行借鉴、调整、互补、互文，而是重返各种文学观念、文学样

式、价值尺度得以产生的文化整体，以新的理论视野返回文化整体，从中产生、重构新的文学样式、文化

形式，真正人性地文化自己，实现真正的文化创意。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整体性研究是文

化诗学生命之所在”( 林继中 57) 。

三、文化创意“兴于诗”———文学文本与现实人生的相互建构

文化诗学的研究路向是返回文化整体，重新出发，追求真正的文化创意。面对文化整体，如何提出

并实现文化创意? 如上文所述，文化诗学的文化创意主要表现为人的自我塑造，在如何实现人的自我文

化( 自我塑造) 方面，文化诗学揭示的主要途径是文学文本与现实人生的相互建构。
关于人的塑造，《论语·泰伯》中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杨伯峻 81) 。与“诗”相关的“兴”，

尽管可以做文学创作方法、认识论方法方面的阐释，但此一阐释路向并未穷尽“兴于诗”可能产生的丰

富涵义。“兴”或可取其兴起之意而阐释为“感发志意”，“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已”( 朱熹 33) ，

不仅仅是将志意引向文学创作。从孔子紧接着就说“立于礼”看，诗所激起的志意也不尽合乎“礼”，所

以才要用礼来约束。从起始处着眼，“兴于诗”，首先还是对生命力的激发。孔子所论的“诗”是《诗

经》，因为它“思无邪”。所以兴于诗应是“兴于《诗》”，以“思无邪”的《诗》来“感发志意”，从而先行定

下生命展开的取向，由是也揭示了《诗》作为文学文本对人生的建构作用。
当然，要深入理解“兴于诗”，还得进一步理解诗更为根本的的功能。《论语·阳货》中说:“诗可以

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杨伯峻 185 ) 。诗，是语言

的本质特征的表现。如果将语言当作传达、表达的工具，对“兴、观、群、怨”的阐释可以理解为孔子在教

学中利用《诗》达到他的教育目的。但如果更深一层想想，为什么诗具有这样的工具性功能，则必须看

到语言在人的生存中还有更本质的作用，“惟语言才使存在者作为存在者进入敞开领域之中”( 海德格

尔 61) ，诗的“兴、观、群、怨”集中体现了语言的这种功能。我们现在所论述的诗早已超出《诗》的范畴，

海德格尔揭示了诗与语言更为本质的关系:“诗乃是存在者之无蔽状态的道说”，“语言本身就是根本意

义上的诗”( 海德格尔 61 － 62) 。一般情况下，如果从人类历史的某一片断出发，确实可以将语言当作

·23·

文艺理论研究 2012 年第 3 期



工具来看待。而从根本上说，语言对人的生存具有建构作用。语言形成我们的概念、表象，语言在各个

方面敞开人的生命活动的空间，让人的世界得以呈现。然而，语言静默不语，人们用之而不觉。而真正

的诗，让人聆听语言之说，领悟文化的创意，从而建构自己的人文世界，我们应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文化创

意“兴于诗”的内在机制。正因为诗作为一种真正的语言之说，人文世界以诗为呈现之域，人才可能用

诗以“兴、观、群、怨”，得以“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中国古代哲人对语言的本质特

征是深有体认的。《周易·系辞》:“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 黄寿祺 563 ) 。这个

说法指出“鼓天下之动者”( 即道) 在卦辞中呈现，也表明语言并非仅仅是人的表达工具。“心生而言立，

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周振甫 1 ) 。语言是“道”及存在者整体呈现的领域，“言立而文明”。《论

语》中子贡、子夏读《诗》而悟道，孔子大加赞赏，赞赏的是学生对诗之道说的聆听( 杨伯峻 9，25 ) ，显示

了《诗》可以开启生存的真理，诗是道( 真理) 的呈现。对存在者无蔽状态的道说，这是根本意义上的诗，

它让人领悟语言之道说。将诗理解为人文世界得以敞开的领域，《诗》才可能激发生命活动( 兴) ，让人

领悟世界( 观、“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启发处理与他人共处的关系( 群、怨) ，规范事父、事君的人伦

关系。所以“兴、观、群、怨”的说法全面地揭示了诗对人的生存的建构作用。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现代阐释可相应于文学文本与现实相互建构的观念。文化诗学研究

关于文学文本与现实人生相互建构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拓展。
第一，文化诗学是一种文化自觉的思想诉求，它研究人如何经由“诗”而领悟文化创生的可能性。

“言立而文明”，人文世界经语言之道说而呈现，我们通过诗而领悟语言所呈现的人文世界。但也不是

所有的“诗”都能真正呈现本真的生存状态，所以孔子说的是“兴于《诗》”，不是兴于一般的诗，“兴于

诗”必须是从经典作品开始的，所以传统文学研究特别重视经典文学文本的解读，值得文学研究认真解

读的文本应是经典( 即真正具有独创性的) 文学文本。文化诗学的创新意义在于它的文本解读策略扩

大了文学文本的范围，既重经典作品，将经典文本作为对本真人文世界的敞开，是语言的道说。另一方

面，以广博的视野、胸怀关注文本与现实的相互建构，解读经典作品的同时也关注流行文本对现实人生

的实际影响，从而所取的文学观念应是广义的文学观念，文本研究范围超出传统经典文本的范畴，尽可

能广泛地研究人们的写作、阅读与现实人生的相互建构。
第二，孔子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表明人的自我塑造( 人的文化) 并不止步于“兴于诗”，必须

让诗激起的生命活动合于“礼”，让礼的规范与生命活动融为一体而“成于乐”。现代人尽可以提出有别

于孔子的文化创意，生命活动“兴于诗”却不必完全囿于古代的“礼”、“乐”，应该有现代人新的文化创

意。文化诗学的研究应深入探索这种相互建构的现代形式，特别是现代传媒对现实生活的广泛介入，使

得文学文本与现实生活的相互建构具有广泛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因此，文化诗学得以深入研究文学文

本与现实人生的相互建构的问题，并由此产生相互建构的导向问题。
第三，“兴于诗”的文化创意自然具有诗意取向，或者说文化诗学的文化创意其导向是诗意向往。现代

人的各种文化创意，有政治、经济、宗教、民族、伦理、科学等各种取向，这些取向经由各个利益团体、个人而

得到表达。我们可以有条件地相信，人类总体的文化创意是向上( 善) 的，人类总体文化发展的趋势是不断

进步的，但具体而论，每一具体的，出自某种政治、宗教、伦理目的的文化创意则是有局限的、有偏见的。人

对此是有所自觉的，真正的哲学思考、诗意向往，是人类自我纠偏的意图与努力。除了真正的哲思之外，我

们还需要有这样一种精神取向:“能善意地理解现存各种具有偏见和缺陷的文明其创设初衷的善意。超越

各种政治理想的利害纷争，领悟其中的良知; 超越各种宗教向往的迷幻，体验其中的真情; 宽容各种对利益

的追求和争夺，抽绎其中的爱心; 在现实的纷杂中寻绎宁静和美丽，在黑夜的深遂中敲出火星和清音。这

样的精神取向就是诗意”( 沈金耀 135) 。文化诗学的文化创意维度正是这样的诗意追求。
因此，文化诗学所讲的诗意不是各种诗词作品所描述的情景，不能坐实为某种诗意表达的形式。唐

诗、宋词作品中描写的情景，或陶渊明、王维作品中描述的情景，是诗意的某种经典表现，但不是诗意表

达的固定形式，后人如果只是模仿这种形式的话，诗意则丧失殆尽。从根本上说，诗意是人类超越各种

偏见的美好向往，它在人的世界中产生，又引导人的文化向善发展。在每一时代，体现人类向善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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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总是不一样的，所以，诗意的形式并不固着于某一形式。诗意向往自觉超越各种文化形式的偏见，

力求解除各种先在的理论观念的束缚，得以让各种文化创意的可能性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只有松开

各种先见，不固执于某种偏见，才可能做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二十五章”
15) ，才可能取法自然，在诗意的引导下产生真正的文化创意。

具体而言，人的生存总在某些话语的制约之下筹划、选择人生之路，同时又以自己的人生践履充实、改
写各种话语。现代生活中，文学，作为一种最为普及又最具感染力的话语形式，文学( 广义) 文本与现实生

活的相互建构越来越明显，借助现代传媒( 报刊、计算机网络等) 参与文学写作、阅读的人数空前庞大，文学

文本与现实人生互动的力量也空前强大。文化诗学研究跨越传统文学文本研究的限制，广泛揭示文学文

本、艺术审美活动与现实人生的相互建构关系，坚定地倡导人类生存的诗意维度。在诗意维度的引导下，

现实人生的每一步履亦是蕴含诗意的“文本”，从而塑造诗意的人生，实现富有诗意的文化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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