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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距离阅读与文学批评的数字人文转型
###弗兰克(莫莱蒂的文学理论演进逻辑

陈晓辉

摘!要! 莫莱蒂是当今最具争议的世界文学学者之一, 与他人相较+其世界文学不是"实存性#的+而是
"观念性#的, 从观念性出发+莫莱蒂将世界文学视作全球化时代整体性思考文学演化的思维方式+也
是亟需新的批评方法予以解决的问题本身, 作为莫莱蒂破解世界文学难题的方法+"距离阅读#以其
"二手阅读#$大规模阅读$协作阅读和计算批评的症候+表征了阅读对象$阅读主体和阅读方法的范式
革命+从而促成文学批评的数字人文转型, 从世界文学$距离阅读到数字人文+莫莱蒂不仅展现出清晰
的理论演进逻辑和理想色彩+而且构建了新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体系,
关键词! 弗兰克(莫莱蒂-!世界文学-!距离阅读-!数字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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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不是最活跃的)弗兰克(莫莱蒂!L0A2E/
O/09..,"也&大概是今日英语文学和比较文学界最

有争议的人物'!G90F92 "#%")其世界文学观一经
提出就引发广泛争鸣)被誉为&从恶魔那里收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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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狡猾的概念之一'!_A.47A2) &C5\92.409-'", 窃
以为)其&狡猾'之处正在于它破解了世界文学的
&实存性'限定)以&观念性'开启了&距离阅读'
!5,-.A2.09A5,2@"的征程)表征了文学批评的数字
人文转型)体现出鲜明的前瞻性.问题性和方向
性)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一$ 世界文学! 从实存性到观念性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传统文学批评无法驱离现
实文本)世界文学&首先必须聚焦在翻译的具体作
品上'!O,FF90()*")因而&实存性'向来是世界文
学的核心标签之一, 从这个角度来看)实存性世界
文学是文学批评选择的对象性结果)与文学创作关
联不大, 在创作时)作家大多不会考虑所创作品是
否是世界文学, 然而)在批评时)受文本特征.个人
才能和批评风尚等因素的限囿)取样范围和规模成
为必须切实考虑的焦点, 实存性世界文学变成取
样经典文本作为批评对象的必然产物,

实存性世界文学确信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
认定世界文学有明确的指涉对象)将影响超出本土
的文学经典及作品选.文学史论著等作为世界文学
的代名词, 比如杜瑞辛!R,/2Y1[R40,v,2"的世界文
学指世界文学史.各国最优秀的文学作品集和具有
相似性的文学作品!*B#*#"/吴雨平.方汉文的世
界文学&包括来自于不同文明体系的经典与代表性
作品'!*"", 最典型的是盛行全球的世界文学选
本)如$诺顿世界文学杰作选% $朗曼世界文学文
选%$哈泼柯林斯世界读本%等, 无论是经典杰作.
作品选)还是史学著作)均能在文学的物理世界找
到确定的对应物)凸显出世界文学的实存性,

问题是)实存性世界文学的文本选择和历史
叙事不仅透射出浓重的精英意识和主体偏好)同
时受文本数量的钳制而无法真正表征世界文学赖

以存在的&整体性')其批评变成膜拜极少数作家
的&神学训练' !O/09..,) &=/2b9E.409-'!&)")文
学史变成少数人.少数作品的&丰碑'或一些特殊
人物和稀有事件的&怪物收集者', 与此同时)这
种文学史是以牺牲大量当时实存的非经典作品为

代价的)致使它们被无情地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
造成科恩!OA0@A09.=/;92"所谓的&伟大的未读'
!.;9@09A.4209A5" !"(", 在全球化背景下)人们
如何找到公平对待所有作品的方式)真正构建整

体性的世界文学+ 莫莱蒂正是以此难题作为思考
的基点)实现了世界文学从实存性向观念性的转
化, 本文所说的观念性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莫莱
蒂的世界文学不再指涉具体文本)二是它指一种
重新认识和思考世界文学的思维方式,

从观念性出发)莫莱蒂首先强调将世界文学
&看作'一个整一体, 它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
共时的整一体, 比克罗夫特!CF9UA2590_99E0/W."
断言)莫莱蒂的世界文学是&作为文学与其环境间
关系这一普遍难题的当代表征而出现的' !'#",
莫莱蒂号召&重拾世界文学雄心'的时候)&身边的
文学已宛若全球性系统'!&=/2b9E.409-' &%", 全
球化的境遇敦促人们重新思考世界文学)&世界文
学是当前全球化的伴生物'!米勒 *", 如果说全
球化是人类无法逃避的命运)世界文学是全球化的
文学版本)那么)世界文学批评是理解全球化的一
种方式)莫莱蒂不过是众多批评者之一, 按照鲍曼
的说法)全球化从根本上具有&流动性', 由此看
来)世界文学本身是一种&旅行的文学')它是商品.
资本.信息技术的全球流通而导致的文学全球化,
在全球化时代)不同民族文学的数量和类型激增)
在跨国族流通中同存镜射)相互融汇)既产生了具
有相似性的&世界性文本')又产生了关联性的&世
界文学体系')建构了文学的世界共同体, 莫莱蒂
认为)该共同体&不能通过把个别案例的知识点拼
凑在一起来理解)因为它不是单个案例的总和)而
是一个共同的系统)应被理解为整一体'
!W3,'$)%", 在莫氏看来)世界文学是全球化时代
文学相互影响和关联所形塑的变动不居.整一但不
平等!&=/2b9E.409-' $%"的整体性系统,

其二是历时的整一体, 莫莱蒂从进化论和世
界体系理论中获得灵感)坚信&进化论和世界体系
分析是研究世界文学的两种理想模式' !&:/0F5M
G1-.97-' "#*", 因为在传统文学批评中)历史研
究不关心形式理论)形式理论往往忽略历史研究)
&进化论在历史进程的基础上阐释了现有形式的多
样性和复杂性'!&:/0F5MG1-.97-' "#'")不但能展示
文学形式的适时变化)而且能把文学的历史变迁和
形式转换整合为一, 而世界体系理论倡导&唯一真
正的历史是整体史'!_F/E; $#")它为世界文学批评
提供了理论参照, 据此)莫莱蒂将世界文学分为&#*
世纪前'和&#*世纪后'两个阶段)前者&是多种独立
的地方文化的马赛克拼贴')后者则&由国际文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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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整合为统一体'!&:/0F5MG1-.97-' ""*"的世界体
系, 这样)莫氏把长时段.跨空间的文学全部摄入世
界文学这一概念)暗含了一种超时空整体性批评的
雄心, 以这样的方式)莫莱蒂不仅建构了世界文学
的共时整体性)也建构了它的历时整体性)为探索文
学的系统研究和整合研究开辟了新思路)充满了想
象力和时兴性)与尼希!CF7A25/],F,GME,"的观点相
映成趣, 尼希就说*&我们既有与全球市场和大众文
化产业相一致的2全球文学3)又有由众多不同世界
组合而成的2世界文学3'!#")",

当然)与莫莱蒂一样将世界文学看作整体的
批评家大有人在, 卢卡契也讨论过世界文学的整
体性)认为世界文学&既不是所有民族文化.文学
和大作家的总和)也不是他们的平均数)而是他们
活生生的整体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一个活生生

的整体'!卢卡契 %%'", 这种整体性和莫莱蒂的
世界文学整体性有异曲同工之妙, 遗憾的是)卢
卡契在发现这种整体性后)并未致力于对其批评
的思考)而是致力于如何创作这种整体性的世界
文学)提出了一种融现实主义.批评现实主义)甚
至浪漫主义的 &大现实主义' 创作观, 弗莱
!6/0.;0/> L019"在反对新批评&使单一作品拜物
教化'的倾向后)认为文学批评就像从远处看一
幅画)要&往后站')从整体上把握文类的共性及
演化规律)着眼于文学中相互关联的整体因素
!#%B")但在批评实践时)他却依然选择细读法,
卡萨诺瓦 !?A-EAF9=A-A2/\A"认为)世界文学是
&将文学作为一个世界来思考的概念方式'!)(")
不但以观念性世界文学回应了莫莱蒂的设想)并
创造了&世界文学的空间'来表征这种整体性)但
他更强调文学与民族政治的关系以及充斥其间的

身份认同)不仅与莫莱蒂源自生物进化和经济体
系的整体性大异其趣)而且仍未脱离细读批评,

其次)莫莱蒂将世界文学看作一个亟需新的
批评方法予以解决的&问题')也是问题本身, 如
前文所述)世界文学是一个有关文学批评的概念,
当莫莱蒂将世界文学看作整一体的时候)势必面
临如何践行整体性批评的挑战, 麻烦在于)多数
批评者因精力有限)不能掌握不同民族的语言)又
因生命有限)没有时间直接阅读各民族的所有作
品)逾越时空的掣肘)规避不可通约的语言.异质
的文化和无法计量的文本)进行跨界批评, 对此)
实存性世界文学学者们早有预见, 上世纪 )B 年

代)艾田伯!392hT.,978F9"就认为与其读贝拉当.
萨冈的原文)还不如读井原西鹤.阿迪伽的译文,
在列举了一系列译文优于原文的例子后)他又算
出)以 &B 年职业生涯.每天 # 部的速率阅读经典)
也不过 #*"$" 部作品)&与现有优秀作品的总数相
比)它又算得了什么+ 实在少得可怜' !'(", 艾
田伯对翻译的肯定和对阅读数量的担忧契合莫莱

蒂遭遇世界文学的问题基点)只可惜艾田伯最后
的破解之道却仍是从千百万的书库中挑选经典作

品)未能突破实存性世界文学的既有方式)并寄望
于通晓各种语言和文化的天才出现)以撰写真正
的整体性世界文学史)充满了乌托邦色彩, 有趣
的是)对莫氏理论深恶痛绝的批评家布鲁姆
!+A0/F5 _F//7"也发现了该悖论, 他曾说*&读书
必有取舍)因为实际上一个人没有足够的时间读
尽一切)即使他万事不做光读书也罢' !##", 同
样出于对生命有限和精力不足的担忧)但在&读
什么'的问题上)布鲁姆选择阅读西方正典)从而
走向文本细读, 上述诸人以极少数经典作家作为
观照对象)以有限的取样表征世界文学的整体性)
不仅难以回应文学新变)而且将自己形塑为固守
实存性观念的批评者,

在$文学的屠宰场%中)莫莱蒂感慨*&文学史
是文学的屠宰场, 大量的书籍永远消失了###
2大量的3实际上消失了的书籍指的是* 如果我们
今天在 #' 世纪英国的小说中选择出 "BB 多部经
典)它们也不过占全部出版小说的 BJ&n)那剩下
的 ''J&n呢+'!&GFA4@;.90;/4-9' "B)", 在此)困
扰莫莱蒂的仍是文学阅读的不充分)只选取经典
文本做取样的实存性世界文学肯定不是释疑的最

佳方式)&无法阅尽一切'成为世界文学整体性批
评的痼疾, 该如何体现这种整体性+ 按照实存性
世界文学的逻辑)扩大文学选本的范围与阅读数
量是首选方案, 但莫莱蒂认为)&通过提高阅读
数量)恐怕不能解决问题'!&=/2b9E.409-' &)")问
题的症结不在时间和数量)而是认识和方法, 我
们需要的不是阅读数量的变化)而是批评观念的
变化)改变看待世界文学的思维方式)寻求新的破
解思路)从而与实存性世界文学分道扬镳,

莫莱蒂发现世界文学不仅是批评对象)而且
自身成为&一个需要用新的批评方法加以解决的
问题'!&=/2b9E.409-' &&", 在莫莱蒂看来)世界
文学首先应该坚守以表征其本质特征的整体性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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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为基本路径, 虽然实存性世界文学无疑是整体
性批评失败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文学批
评就要放弃整体性症候, 世界文学批评的问题核
心 &不 是 我 们 应 该 做 什 么) 而 是 怎 么 做 '
!&=/2b9E.409-' &%")通过重构观照对象)创建新
的批评方法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实存性世界文
学的发问总是纠结于世界文学&是什么')几乎于
事无补, 其实)面对庞杂的世界文学体系)批评者
应该&通过聚焦现代小说崛起)概括文学的世界
体系是如何运转的'!&O/09=/2b9E.409-' )(")其
变迁如何改变国族文学)揭示形态的宏观演进,
在此)莫莱蒂试图撰写一部文学演变史)既展示文
学在一个固定区域中的地理分化)又展示其漫长
的历时进化)以世界文学的流通趋势和运行机制)
来展现动态流变的长时段.跨地域的整体文学史)
&文学在系统层面的演变和文学文化的变革功能
因此成为莫莱蒂的核心利益问题'!D;/7-92",

可以说)莫氏的世界文学是一种观念性判断)
是超越国族.文化.语言的本土化的形而上概括)不
指向具体作品, 这种世界文学的核心价值不在于
阐释少数世界文学范本)而在于变更批评者据以观
察世界的概念网络)以思维方式的转变重建世界文
学的理论体系和阐释框架, 虽然按照麦克里米
!GE/..OEH9799"的说法)莫莱蒂试图以新的方式思
考文学史上的证据)冒犯了人文科学致力于对文献
和文化产品中蕴含的意义的解释)但是)莫莱蒂的世
界文学在认知方式和方法论上突破)打开了一个供
人们讨论的迷人的新维度和新领域,

与此同时)它表明了世界文学批评中思想观念
的转变, 如果说实存性世界文学注重以具体文本
回答&世界文学是什么'的问题)体现的是本质论)
那么)观念性世界文学观则以对世界文学的认识来
回答&怎么样'和&怎么办'的问题)体现的是认识
论和方法论, 从本质论到认识论.方法论的迁移)
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文学的方式)为新的世界文学
批评指明了方向, 更有甚者)实存性世界文学以具
体文本为阅读对象)体现的是一种文学批评)而观
念性世界文学更看重以抽象概念为思考对象)体现
的是世界文学研究的理论化倾向, 从文学批评向
文学理论的转变)或者说)弱化批评)强化理论)正
是全球化对世界文学的影响之一, 最重要的是)它
开创出距离阅读这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构成莫氏
观念性世界文学最具启发性的部分,

二$ 距离阅读和莫莱蒂的方法论

作为解决世界文学难题的药方)距离阅读甫
一提出就饱受热议, 褒之者认为距离阅读&可能
是颠覆百年来的新批评霸权的最佳方式 '
!T->/-,./")也是&前所未有的)更会是将来文化
批评前行的一个方向' !G42190")贬之者称其是
&荒谬的理论' !黎文 #&")其&不读书'的主张
&简直是毒药' !:AF.90-", 如此吊诡的评价归因
于距离阅读与文本细读的复杂关系)它在开拓出
一个新的批评空间的同时)却公然挑战了实存性
世界文学所固守的文本细读!=F/-939A5,2@"的权
威)一如汤姆森!OA5-D;/7-92"所言)&距离阅读
是莫莱蒂对世界文学时代主题.范围等繁乱广泛)
很难执行文学批评的复杂情况的挑战性处理)经
常被认为与文学研究中的核心价值观###文本细
读)背道而驰'!D;/7-92",

"B 世纪的语言学转向)功绩之一是将文本细
读塑造为文学批评的核心范式)并已经受了新批
评.结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浪潮的洗礼, 虽然理
查兹.燕卜逊.兰瑟姆.布鲁克斯等人均未对其明
确定义)但学界普遍承认它设想文本是一个独立
自足.非历史的空间客体)注重个人对经典文本的
直接阅读)集中讨论文本及其在语义和修辞上的
多重关系)探索内含于语言的文学隐喻力量)寻求
一种审美和意义阐释)是文学文化分析的本质所
在)也是唯一正确的文学阅读范式,

受科学语言学的影响)文本细读重视整体性
批评)但这种整体性立足文本自身, 在面对世界
文学要求批评者&承认无知'&认识一切'和&充分
阅读'的整体性诉求时)以经典阅读.个人体验和
意义阐释为标签的文本细读明显力所不逮, 虽然
实存性世界文学以经典文本作为批评对象)符合
文本细读的要求)但莫莱蒂认为)&世界文学的雄
心要求我们与文本间的距离成正比* 雄心越大)
离文本的距离就应越远'!&=/2b9E.409-' &)", 距
离阅读变成莫莱蒂针对世界文学新变和细读批评

弊端而提出的诊断性概念, 与文本细读相较)它
呈现出四个明显迥异的特征,

第一)它是&二手阅读', 文本细读一直奉直
接阅读为圭臬)但作为一种批评方法)莫莱蒂认为
距离阅读是&把别人的研究成果缝合在一起)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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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通过对单一作品的直接阅读' !&=/2b9E.409-'
&)")意谓研究者要与文本保持&距离')不用直接
阅读作品)只需阅读相关成果并对其加以综合分析
就可以研究世界文学)诚如德鲁克 !RA2,9F
R04ES90"所言)距离阅读是&把内容置入!科目.主
题.人物.地点等"或者把信息置入!出版日.出版
地.作者.题目"大量的文本条目)而不参与实际文
本的阅读'!R04ES90", 其目的在于&让我们着眼于
比文本更小!策略.主题.修辞"或更大的单位!文
类和体系"' !&=/2b9E.409-' &)"等形式要素)&这
些要素意义的获得不仅是对社会经济条件变化的

回应)也是对这些要素所参与的更大的文学网络的
回应'!C07-.0/2@A25 O/2.A@$#*", 在此)距离是
一种认知条件)帮助人们摆脱具体文本的限制)在更
长的时段.更广的范围中探讨文学的宏观尺度, 距
离阅读本质上是一种&二手阅读'或&非文本阅读',

罗德!H,-A3;/51"说*&迄今为止)关于距离阅读
最大的争议在于它与文本细读相较而显示出的优

点)聚焦于读者或观察者在文本上的位置'!$$B",
和文本细读强调深入文本内部体验不同)距离阅读
强调&站在文本外思考', 文本外的思考不仅能使我
们宏观观照批评对象)更重要的是致使观察者处于
旁观者的位置)脱离具体文本的羁绊)冷静.客观地
体察对象)为主客体的平等对话创造条件)达到公正
评价的效果, 如果说文本细读让每个学生从十几岁
开始学习仔细审查.剖析单个文本的方法)那么距离
阅读却是一种重构批评者与文本的结构关系的假想

方式)通过让批评者在历史和地理中追踪大量作品
的形式元素的调查方法)从远处观察一切)寻找整体
的模式和线索)继而建立一个关于文学某些方面的
出现.消亡或转换的解释模型)在文学与社会.形式
与历史之间建立联系,

第二)它是大规模文本分析, 如前文所述)实
存性世界文学是针对极少数作家的经典文本细

读, 莫莱蒂认为文本细读将文学作为杰作的集
合)而这&一小部分文本所允诺的概念性的说服
力是很微弱的'!>*)!,%!B",0*%- "")无法整体展
现世界文学的相互关系和形式进化, 反言之)莫
莱蒂相信文学史&只有在检测团体和多数时)它
的过 程 和 结 果 中 才 有 更 多 的 合 理 性 '
!W3,'$)%")所以他提出距离阅读)寻求以巨量
文本作为阅读对象)获得更具客观性的批评结果)
恢复被严重&屠宰'的文学史, 作为具体方法)距

离阅读&最初的假设应该针对更大.更精确的数
据集进行测试' !&?FA29.+/FF1V//5' %")它是一
种针对尽可能多的文学作品的&大规模文本分
析', 乔克斯!OA..;9V /̀ES90-"认为)距离阅读注
重有关文学和非文学的整体)诸如书目研究.传记
研究.文学史.语言学和作为人文计算基础的整体
性计算分析)以此帮助人们观察并理解更大的
&文学经济')而且通过它的范围和规模)助推我
们理解文学的发展及个人作者在经验中制造顺应

或反 对 文 学 和 文 化 的 趋 势 !& <2 R,-.A2.
39A5,2@'", 哈德姆!C7,0Z;A597"认为)&距离
阅读倾向于把焦点放在经典和非经典的文献上)
并试图通过阅读通常被忽略的文学作品来发现文

学史的新的相关性'!%#B", 可见)距离阅读的聚
焦对象不仅是经典文本)还包括非经典作品)甚至
其他非文本文献,

通过大规模文本分析)莫莱蒂给大量未读作
品赋予新生命)扩大了世界文学整体性的表征基
础, 按照瑟莱恩!3AE;9FG90F92"的统计)&距离阅
读因而恢复了档案中丢失的 ''n'!"#'")揭示不
同因素之间的联系)恢复了文学史的全貌, 而且)
该分析中必然出现的抽象元素提供了一种适合海

量文本的新的认识论)它用系统知识取代了文本
知识, 正是这种系统知识)致使无论是关注文学
史还是关注更小的单位)距离阅读都强调对世界
文学历史实验的宏观尺度, 换言之)通过与文本
保持距离)批评者通过抽象还原的方式)客观把握
了文学史的整体脉络)产生新的认知和知识)用洛
夫!+9A.;90H/\9"的话说)&距离阅读拒绝丰富的
文学文本)更倾向于支持大规模的知识生产'
!()%", 距离阅读变成一种借助于实证试错的系
统知识生产)而非传统的审美体验, 很明显)莫莱
蒂的目标不只是粉碎各民族经典)而是力图粉碎
经典法则)拓展文学概念)甚至把他的研究导向对
世界文学)乃至文学史边界的破除,

第三)它是协作阅读, 毋庸讳言)过去两百年
的人文学科一直是属于唯一的学者的)文本细读
依存于个人对经典作品的解读)其本质是一种个
体阅读)但距离阅读是集体阅读)读者不是单一的
个人)而是协作的集体)分工合作成为它的必要方
式, 莫莱蒂说*&没有集体协作)世界文学就是镜
花水月' !&O/09=/2b9E.409-' )&", 这种协作性
体现在* 其一)距离阅读是&民族文学专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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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学者'之间的协作批评, 莫莱蒂写道*
&在世界文学体系中)发展只能通过与具体的本
土知识的有效协作才能取得进步 ' !&O/09
=/2b9E.409-' )*")而掌握&本土知识'的批评者非
民族文学专家莫属)世界文学批评变成民族文学
专家和世界文学学者的协作批评)如阿拉克
! /̀2A.;A2 C0AE"所言)距离阅读的程序是&读者以
世界各地语言细心阅读)然后将发现提交给总的
综合者'!%&", 这在达姆罗什!RA\,5 RA70/-E;"
的思想中得到印证, 达姆罗什把世界文学学者分
为&专门研究专家'和&总体研究学者')强调研究
方法的不同而非个人身份的差异, 任何人都可能
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又是从事其他总体性研究的
学者!("'", 其二)距离阅读是文学学者和非文
学学者之间的协作批评, 对距离阅读而言)除了
文学学者之外)你还&需要一个程序员)一个接口
专家)等等' !G42190", 因为在现实世界中)人们
几乎无法找到一个既熟知社会批评.文学理论.历
史知识)又能熟练电脑编程.建模.统计与数据分
析的批评者)没有团队的集体协作)批评将无法完
成, 其三)距离阅读是人类阅读和机器阅读之间
的协作批评, 虽然材料的筛选分类.阅读程序设
计等是由人类完成的)但计算机处理巨量数据材
料的运算能力)是人类无法比拟的)距离阅读常借
助&计算机处理成千上万的文本'!GE;49--F90")所
以它还是人类阅读和机器阅读之间的协作批评,

第四)它是计算批评, 在$距离阅读%一书
中)莫莱蒂坦承自己的形态进化论研究已经自动
演变成定量数据分析!R,-.A2.39A5,2@#)'", 他
认为)&量化分析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计算不是
针对一些主要的.快速的变化)而是针对许多更小
也更慢的变化'!#'"", 对这些&更小也更慢的变
化'的观测只能在漫长的文学史序列中实现)而
对长时段观测最有效的办法是借助网络和计算系

统)建立在经验之上的人工调查和数据征集.定量
实验)以及假设有效的小范围测定)无法完成莫氏
预设的宏观批评任务, 正因如此)德鲁克说)定量
分析&实际上是一种对文学或历史!或其它"作品
语料库的统计整理或数据挖掘' !R04ES90")凸显
出鲜明的计算批评 !=/7>4.A.,/2AF=0,.,E,-7"症
候)它&依赖于数字化的数据库)以便揭示类型和
作品在世界各地传播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形态)及
其发生!或没有"转变的过程' !R40,2@(&", 距

离阅读变成有关文本计算的讨论)它所依赖的机
器检索.文本与数据挖掘.视觉化.网络计量和模
型分析等)本质上都是计算技术, 它采用实验模
型展开阅读)重视文学叙事的网络建构和文学批
评的数据挖掘, 凭借量化计算)莫莱蒂将计算机
和统计学引入文学分析中)也将科学技术引入美
学形式中,

按照莫莱蒂的说法)距离阅读是文本蓄意缩
减和抽象的过程)其表现形式是图表.地图和树图
!W3,'$)#")通过这种图像形式的量化计算)反
映人物关系是如何随时间而变)或者文类在代际
之间是如何流变传承的, 距离阅读利用电脑来处
理大数据)或存储大量信息)其目的是从各种文
本.非文本中提取要素)通过大量数据处理来说明
文学的形态和结构)以体现文学内部各要素.文学
与社会历史的复杂关系, 距离阅读的创新之处不
仅在于它把&数据'&算法'引入文学研究)而且更
有意义的是)量化模型成为一种推理和分析形式,

由是观之)距离阅读体现了一种实证主义方法
论, 从莫氏的批评实践来看)受弗莱 !6/0.;0/>
L019"文学的&自然科学'研究和波普尔的实证主义
&猜测 反驳'方法的感召)特别是受实证马克思主
义代表人物沃尔佩!R9FFAI/F>9"的重大影响)莫莱
蒂认为对科学精神的尊重成为必要)相信我们可以
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学得更多!W3,'$)"")继
而提出距离阅读的方法, 距离阅读所表征的方法
论实则是挽合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为一
体的 实 证 主 义 实 验 方 法, 安 德 伍 德 !D95
P2590V//5"写道*&距离阅读是通过一系列的测试
而出现的)它逐渐将偶然的历史编撰实践转变为一
种明确的实验方法'!&", 莫莱蒂借助波普尔的知
识考古)运用计算网络)通过假定 证伪的方式)对
更新的工具.更大的数据.更远的距离的文学情状
做出校验)以实验模型验证文学间的融汇互构和形
态演化)完成文学关系网络的建构批评,

距离阅读赓续了 #' 世纪以来的科学实证主
义传统, 虽说诞生于新批评的文本细读也是科学
主义的结果之一)但它是立足于语文学的个体整
体性)距离阅读却试图在文本与社会.形式与历史
之间建立联系)用莫莱蒂的话来说)是一种&没有文
本细读的形式主义', 另外)文本细读为实存性世
界文学所采用)通过典型文本间的平行比较和纵深
影响来讨论问题)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文学科的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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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但距离阅读服务于观念性世界文学)通过对
大规模文本的宏观批评来揭示文学形式的缓慢演

化)以科学实证的方式建构文学各要素.各环节的
关系)形成对文本细读的补充和诘问,

距离阅读是莫莱蒂创造的一个解决文学发展

的现实问题的知识革命梦想)试图以不同的阅读方
法来解决全球化时代的文学问题)改变时下的批评
现状, 距离阅读的贡献在于)打开了一个供人讨论
的新领域)继而将其对世界文学的理论构想与构想
实践结合起来)促使人们&重新定义何为我们所认
为的遗产)并要求我们找到新的方法和工具来概念
化和管理这些日益增长的物质' !?A4F/-;9A)
&+/V' *$", 更重要的是)距离阅读不仅是一种方
法)也是思维方式的革新, 无论莫莱蒂个人的研究
项目自身如何发展)距离阅读本身显示出重大的意
义, 它促使批评家)特别是那些自认为博览群书的
批评家承认无知)并重新思考他们所做的事情)体
现出人们对其认知能力的反思和探索,

三$ 数字人文和文学批评的范式转型

据库恩!D;/7A-Z4;2"所言)范式革命是一
种打破那些在一段时期内被公认为普遍问题和解

答模式的抽象规则的活动)更是常规世界观的改
变)迫使人们抛弃旧有的知识传统)促成观照对
象.言说方式和知识结构的转换, 不过)这种转换
只有在常规范式产生诸多问题时)&时代才会给
它的竞争者一个机会' !)$")更换工具和方法的
时机才会到来, 与此类似)距离阅读恰是莫莱蒂
在世界文学的整体性批评期待与文本细读的典型

性批评实践违和之际创生的具体方法, 在此过程
中)距离阅读显示出三个向度的革命,

第一)阅读对象革命)即从极少数的经典文本
向无限大的档案库转换, 如上所述)距离阅读在反
对经典细读的过程中擎持以海量文本作为批评对

象的观念, 从经验来看)莫莱蒂最具代表性的距离
阅读范例是$图表.地图和树丛%)通过对国族文学
中文类兴替的长时段量化分析)塑造了文学史的抽
象模型/其最新论文$灵之舞%以对瓦尔堡!C81
:A0840@" $摩涅莫辛涅图集% 的 &激情程式'
!>A.;/-W/079F"的可视化操作)完成了对 "B 世纪的
艺术史批评, 这意味着距离阅读已从世界文学.文
学)延展到整个艺术领域)其观照对象已从世界文

学向全部文学.从经典文本向日常文本转移, 如果
承认更多的非文本批评资料)如书籍史.出版史.借
阅史.翻译史等所具备的合法性)另加大家熟知的
已有纸质文本的批量电子化和依托网络创作传播

的数字文学的兴盛)更是一个无法估量的文本数量
的激增, 虽然目前还没有看到莫莱蒂以所有文本
为对象的距离阅读)但其大规模文本批评实践表明
了建构并处理全数据库在理论上的可能性,

第二)阅读主体革命)即从人类阅读向机器阅
读转换, 传统批评强调人类对经典杰作的独特体
验和理解)但距离阅读代表一种利用计算机.数据
库和其他机器智能形式的阅读分析, 两者最大的
区别在于从人类阅读到机器阅读的主体迁移)机
器阅读参与并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人类阅读)人
类从阅读批评中逐渐隐退, 这是阅读史上从未有
过的颠覆性变革, 阅读主体的技术性转移引发了
一系列变化* 文学及其批评的人文学科特征弱
化)不再需要文学研究专家)预测假设和采样验证
成为主要特征)可比性依靠电脑量化分析获得)等
等, 虽然在机器阅读中)机器的生产.程序的设计
等事项都是出于人类智识的决定)但随着机器神
经元系统的养成和深度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几
乎无人敢否认人工智能这一后人类形态超越并替

代人类的可能性和它所潜藏的危险)这让阅读主
体的转变充满了刺激和挑战,

第三)阅读方法革命)即从细读批评向算法批
评转换, 如前文所述)距离阅读是网络信息和计
算分析技术发展的自然结果, 它常以文本外观察
的客观方式)宏观探讨人.事.物在时空中的演化)
勾勒文学的主要发展趋势和重大变迁)或是寻绎
文本.社会的结构与关系)是数字人文 !R,@,.AF
+47A2,.,9-"常见的阅读方式, 在处理文学问题
时)传统的人文阅读致力于阐释角度的变化)坚持
细读批评)但莫莱蒂却将科学技术引入文学批评)
试图养成利用现代科技解决批评问题的习惯)并
将其发展成一种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和讨论的学术

问题)他的著作助推计算批评和更加普遍的数字
人文变成一场真正的知识运动)加速了数字人文
范式的形成)与传统人文批评形成良性互补, 莫
莱蒂兴奋地说*&在过去几年)文学研究见证了所
谓的定量证据的激增, 当然)这种情况以前也发
生过)但未能产生持续影响, 这次情况有所不同)
因为我们拥有了数字化的资料库和自动化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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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技术' !&69.V/0S D;9/01' *B")瞬时就能处
理过去几个月或数年工作的调研结果, 文学批评
变成&一种依靠巨大的信息共享的语料库的合作
学术研究形式' !_A.47A2")不仅取消了单一.直
接的文本阅读)聚焦全部作品和整体文学史的建
构)而且以新的理论体系和阐释框架)塑造了一种
合作学术的田园牧歌,

可以说)距离阅读所表征的阅读对象.阅读主
体和阅读方法的革命分别回应了文学批评中最为

关键的&读什么'&谁来读'&怎么读'的问题, 它以
针对巨量档案数据库.机器阅读和计算批评改变了
传统的人文阅读常规)开启了数字人文批评的先
河, 陈静说*&数字人文之所以不同于传统人文研
究之处)正在于2数字3背后代表的是一批学者试
图以科学方法介入人文研究从而建立新的认知方

式.新的研究范式的自觉意识和实践'!陈静", 莫
莱蒂以距离阅读为表征的数字人文批评也不例外,
在 "B#%年$距离阅读%获得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奖
后)罗斯曼! /̀-;4A3/.;7A2"写道*&从某种意义来
讲)距离阅读获奖的价值在于新的批评范式的胜
利)在文学批评的餐桌上获得永久席位'
!3/.;7A2", 罗斯曼所谓的新范式即数字人文,
莫莱蒂以距离阅读表征的数字人文批评得到了主

流学界的认同)距离阅读被当成数字人文批评的转
折点)莫莱蒂也被看作数字人文批评的奠基者, 如
果细数当今的数字人文学者)大都或多或少地受到
莫莱蒂文论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在从传统人文阅
读向数字人文范式的转换中)莫莱蒂有意无意地规
避了数字人文批评的主要缺陷)在某种程度上规定
了数字人文批评的内核)凸显出非凡的智慧,

一是奉行传统人文批评的标准)摆脱机器和
技术黑箱的制约, 虽说有关数字人文的争议很
多)但通过数字化和数据化的 &人文计算 '
!;47A2,.,9-E/7>4.,2@"无疑是其最突出的特征,
人文计算本身会让人看到一种巨大的.社会的.客
观的文学)但也会造成人类对机器运算的迷恋,
同时)这种借助机器存储.网络检索和量化分析的
计算往往难逃将文学批评&黑箱化'的诟病, 简
言之)由于计算程序的背景化)数字人文的计算往
往变成只见最终结果)而无法展现其中间运算过
程的暗箱操作, 可是)从莫氏的批评实践来看)他
不但祛除了对机器的依赖)揭开了黑箱的盖子)抵
达人文阅读奉行的批评标准)而且发现了传统批

评不能洞察的问题,
在$网络理论)情节分析%一文中)莫莱蒂坦

言论文中的人物关系图是花费四小时手工绘制的

结果)根本没有使用网络分析软件和工具)甚至认
为表格和图形都不重要)因为在他看来)人文学科
亟需宏大的理论和大胆的概念)数字人文批评的
重点是能够创造高层次的理论和概念)&一份报
纸里面应该有柱形图)但文学批评的论文里却未
必需要' !(&", 因此)在该文中)莫莱蒂不仅在
$哈姆莱特%的网络模型中重新发现了霍拉旭的
中心地位和叙事功能)修改了现存的批评结论)而
且通过网络模型将线性的情节关系视觉化!时间
空间化")将文体作为情节的一个功能而整合进
情节)建构情节 文体的连续统一体 ! >F/.M-.1F9
E/2.,2447"!&69.V/0S D;9/01' '%")在理论和概
念上得到双重突破和创新,

莫莱蒂在数字人文批评中注重揭示批评意图

和操作程序, 海勒斯!ZA.;90,29+A1F9-"写道*&阅
读总是由复杂多样的时间活动构成)但在由字词.
图片.声音.动漫.图像和字母构成的 "# 世纪阅读
环境中)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何为阅读)以及它是如
何操作的'!)'", 操作是人们实施数字人文批评
的具体行为, 在$操作)或测量在文学批评中的功
能%一文中)莫莱蒂自言该文的目的是通过测量文
学形式)在理论概念.量化形式与文本之间建立关
联性!&<>90A.,/2AF,[,2@' #B%", 在他看来)操作揭
示了数字人文批评的绝对核心过程)也检测了现有
文学理论的效能)不仅利于改变现有的文学理论)
而且利于改变文学史, 莫莱蒂以$淮德拉%和$安
提戈涅%为例)通过精确统计人物话语的体量和话
语交互作用的数据)逐一展示了对&人物空间'和
&悲剧冲突'的操作步骤和图像解析过程)一方面
发现了诸如冲突和叙事网络的关系问题)得出&冲
突产生于网络中心'等拓展传统认知的结论)另一
方面在测量与文学概念.数字工具和档案材料之间
建立了联系)借助大型语料库及其话语分析工具)
以将概念转换为经验数据的方式)打开了人文计算
的暗箱)强化了数字批评的有效性,

二是以问题性为核心驱动)寻求文学批评的
新可能, 由于强调机器计算)数字人文批评热衷
于编写各种算法和可视化模型)有忽视批评的问
题性之嫌, 虽说数字人文批评的效果取决于算法
的有效性)但如果没有学术问题予以驱动)它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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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工具性'的苛责)很难反思自身)生产知识,
但汉松曾说*&算法批评的意义恰恰是利用人工
智能)促使批评家发现之前使用别的方法未曾觉
察的问题)帮助批评家阐释文本并解析出新的意
义'!但汉松", 虽然我并不同意他所谓的数字人
文批评的目的是阐释意义)但我认同他对数字人
文中问题性的强调, 反观莫莱蒂从世界文学到数
字人文批评的演进)不仅凸显出&计算'的症候)
更呈现出鲜明的问题意识,

无论是文本批评!.9U.4AFE0,.,E-".电子编辑
!9F9E.0/2,E95,.,2@")还是图像分析)莫莱蒂都是为
了解决文学批评中面临的关键问题, 比如)观念性
世界文学是为解决实存性世界文学批评名实不副

的问题/距离阅读是为解决文本细读对整体性批评
的失效问题/数字人文的一系列操作)如对 )BBB 多
英国小说标题的流变研究.对$哈姆莱特%等作品
的网络分析等)一方面是为检验量化分析的有效
性)另一方面则尝试建构自己的文学整体性批评梦
想, 莫莱蒂立足具体的学术问题)通过务实的批评
实践)既得出可靠的结论)又赢获了学界的认可,
正因如此)当人们把莫莱蒂视作数字人文批评的代
表人物时)莫莱蒂却自言)&数字人文这一术语没有
意义'!R,2-7A2 A25 O/09..,) &R,@,.AF'",

对问题的重视不仅形成莫氏扎实的批评逻

辑)而且拓展出新的批评领域)提出更多的新问
题)引发更深的思考, 例如)就阅读对象而言)距
离阅读意味着取样范围的扩大)那么取样范围变化
之后对文学批评有何影响+ 巨量文学档案对文学
批评意味着什么+ 取样对象越大就意味着越能得
到有效的批评结论吗+ 这种结论和传统批评有何
不同+ 对数字人文批评的结论判断还应坚守传统
批评的标准吗+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霍基!G4-A2
+/ES91"曾说*&人文计算不得不包含2两种文化3)
即将科学的严格.系统.明确.程序的方法特征带到
人文学科中)来解决那些迄今为止大多以偶然的方
式被处理的人文学科问题'!#)%", 也就是说)批
评者既要规避将数字人文&工具化'的简化倾向)
又要致力将数字人文导向人文研究, 莫莱蒂以距
离阅读开启的数字人文批评范式)提醒我们必须在
强烈的学术真问题的前提下应用计算法则)这样才
能避免将计算工具化的宿命)进而探索计算在思维
改造.文学认知等方面所带来的深层变化,

三是自觉强化边界意识)定位数字人文批评,

当前数字人文批评中出现了 &我不跟就会死'
!W/FF/VM4-M/0M5,9"!

的狂热现象)似乎数字人文是
包治百病的圣药)但忽略了数字人文范式并非传
统人文阅读范式的替代)而是一种有效补充)适用
于世界文学的整体性.长时段文学史.文类概念演
化等抽象批评)而非一切对象, 苏珊(朗格说*
&不管是在艺术中)还是在逻辑中)2抽象3都是对
某种结构关系或形式的认识)而不是对那些包含
着形式或结构关系的个别事物!事件.事实.形
象"的认识'!#&$")其实质是批评!认识"方法的
不同, 事实上)莫莱蒂从未说过数字人文是传统
批评的替代品)反而强调二者是不同的方法)代表
不同的范式, 莫莱蒂说*&我在$距离阅读%中采
用的批评方法所做的研究)完全不同于在$资产
阶级%中采用的批评方法所做的探讨, 在写作$资
产阶级%这样完全或是几乎没有数字人文方面内容
的著作时)我发现自己根本无法运用计量批评的方
法'!R,2-7A2 A25 O/09..,", 也就是说)以距离阅读
为代表的数字人文批评)并非是适用所有文学批评
的万能方法)而是针对具体问题所采用的最合适的
方法, 如果无视这种差异和定位)数字人文将潜藏
着从文本细读所塑造的&文本拜物教'转向距离阅
读的&技术拜物教'的风险,

而且)数字人文批评应定位于寻求新的批评
结果, 莫莱蒂说*&我一直致力做的都是给出说
明)而不是作价值评判, 另一方面)我也不确定对
于整个社会.整个世界而言)说明是否比价值评判
更重要, 我想)对于那些致力于认识事物是如何
运作的人而言) 说明更重要 ' ! R,2-7A2 A25
O/09..,", 且不说莫氏观点的正确与否)它起码表
明)新的批评范式应该产生新的批评结果)并且对
其效果的评价)也只能以新的标准予以衡量, 布
伦南!D,7/.;1_0922A2".阿兰(刘!CFA2 H,4"等
人强调)要让数字人文重回传统人文政治研究和
审美意义阐释的老路, 但我以为并不妥当, 毕
竟)新的范式采用新的认知方式)势必产生新的批
评结果, 如果真要回到原来的路径)那又何必使
用新的范式呢+ 最重要的是)数字人文的范式变
革既要&找到对于文本分析效果更为关注的读
者'!3A7-A1#)")又要同时注意培养批评者和
阅读者群体,

从实存性走向观念性)从文本细读走向距离
阅读)从审美阐释走向计算批评)莫莱蒂以其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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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勇气将传统人文批评推向数字人文的批评范

式)展示出清晰的演化逻辑)充满理想色彩, 在舒
斯勒! 9̀22,W90GE;49--F90"的访谈中)莫莱蒂说*
&我宁愿做一个失败的革命者)也不愿做一个从
未尝试过革命的人' !GE;49--F90")对尝试计算批
评毫无悔意, 其实)学术研究本就始于一个可能
的故事)而终于一个真实的故事, 莫莱蒂由世界
文学引发的文学批评的数字人文转向到底结果如

何)还有待检验, 但像莫莱蒂这样的学者)实际上
把自己交给了知识和直觉)交给了前途未卜的未
知领域, 他或许已下定决心)将会用自己的生命
和学术信念探索未知的领域甚或禁区)激发人们
的学术好奇心)解密文学规律)为文学祛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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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4A01"B#%J) <E.J"B#* e;..>-*ff.;9>/,2.7A@JE/7f
"B#%fE0,.,E,-7f5,-.A2.M09A5,2@gJ

T.,978F9) 392hJ& G;/4F5 :939.;,2S .;96/.,/2 /W:/0F5
H,.90A.409+' T5JRA\,5 RA70/-E;JH23/0 ;*!"3,!(3"*%
I$"236M<UW/05* :,F91M_FAESV9FF) "B#%J

L019) 6/0.;0/>J A%,!2L6 2=43*!*#*)L* O2(3 K)),6)M
?0,2E9./2* ?0,2E9./2 P?) "BBBJ

+A1F9-) ZA.;90,29JZ2C H"I$*%N* >*-*!,/1"0*, ,%0
42%!"L'23,36I"#$%2-"%")*)J =;,EA@/* =;,EA@/P?)
"B#"J!

苏珊(霍基*&人文计算的历史')葛剑钢译, $文化研究%
#$!"B#("* #)(#'(,

0+/ES91) G4-A2J&+,-./01/W+47A2,.,9-=/7>4.,2@J'D0A2-J
]9̀,A2@A2@J4(/!(3".!(0*")#$!"B#("* #)( '(J1

/̀ES90-) OA..;9VJ & <2 R,-.A2.39A5,2@A25 OAE0/A2AM
F1-,-J' # 4̀F1 "B##J) <E.J"B#* e ;..>*ffVVVJ
7A..;9Vb/ES90-J29.f"B##fB)fB#f/2M5,-.A2.M09A5,2@MA25M
7AE0/A2AF1-,-fgJ

Z;A597) C7,0J&C229U,2@.;94209A5* AEF/-909A5,2@/W

(#"((



文艺理论研究!"B#* 年第 $ 期

25,-.A2.09A5,2@3J'Q"2$"/*#2% ('!"B#""* %B' "#J
Z4;2) D;/7A-JI$".!3(#!(3"2=.#*"%!*=*#B"<2/(!*2%)M=;,EM

A@/* =;,EA@/P?) #''$J
苏珊(朗格* $艺术问题%)滕守尧.朱疆源译, 北京* 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
0HA2@90) G4-A229J532U/"L)2=A3!MD0A2-JD92@G;/41A/

A25 K;4 ,̀A2@14A2J_9,b,2@* =;,2AG/E,AFGE,92E9-
?09--) #'*(J1!

黎文*&大数据时代的文学研究')$文汇报%"B#( 年 $ 月
"% 日)第 #& 版,

0H,) :92J&H,.90A.409G.451,2 .;9_,@RA.AT0AJ'I$"H"%
H"*52M"% 4̀2) "B#(J#&J1

H/\9) +9A.;90J&=F/-9_4.6/.R99>)' Q"C;*!"3,36Z*)!236
%#!"B#B"* ()# '#J

乔治(卢卡契* $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二")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 年,

0H4SAE-) ]9/0@J;(N,#);*!"3,!(3"42//"#!*2%!""J_9,b,2@*
=;,2AG/E,AFGE,92E9-?09--) #'*#J1

OEH9799) GE/..J&H,.90A.409./N2W,2,.1J'% À2J"BB$J) <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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