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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不同于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这套著作呈现出学科交融、

文化包容、领域兼容的方法论意义和大胆探索、与时俱进的伦理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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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聂珍钊、苏晖教授担任总主编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5 卷本）作

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建构与实践批评研究”的

结项成果，由国内众多此研究领域学者通力完成，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和

实践发展中的里程碑。

从总体上说，这套著作有四大优长：

第一，体现了聂珍钊教授一直所主张的中国立场和为中国服务的意识。

文学伦理学批评既不是西方或外国的某些批评理论的照搬，也不是在某种外

来理论中加入中国元素的拼凑，而是中国特色学术话语的构建。文学伦理学

批评理论的立脚点和出发点都是中国的，是来自中国立场和中国语境的产

物。我们知道，中国社会是一个非常注重伦理和道德价值的社会，中国的优

秀文化传统无一不与伦理道德的价值指向有关。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方式，也

与伦理道德的价值判断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在文学领域，中国的文学批评

传统也是一直强调“诗言志”、“文以载道”。聂教授正是看到了中国文化

的这一鲜明特点和文学批评的基本立场，才着力建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

体系，这就较好地适应了中国文化语境的要求。同样，该文学批评理论又是

针对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伦理混乱和道德滑坡，为解决当前文学批评

中出现的伦理弱化和道德缺位等问题提出的。这就使得该理论抛弃了常见的

唯西方话语是从的学术倾向，有着强烈的现实性与针对性。可以说，正是由

于这一学术立场和学术意识，使得文学伦理学批评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中发

挥出巨大作用。换言之，正是这种由中国学者建立的理论，才能实现中国学

人与西方学界乃至全球文学批评界的对话。从五卷本的写作情况来看，聂教

授所坚持的这一立场被作者们都程度不同地践行在文本分析之中了。不仅如

此，这套著作也较好地表现出了聂教授所一直提倡的文学伦理学批评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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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意识。

第二，将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与批评实践紧密结合，体现出鲜明的理论

建构与实践性特征。文学伦理学批评自2004年问世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

共睹的。如果说这一批评理论自身的建立过程有所谓时间和事件节点的话，

我以为，2004年聂珍钊先生发表《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

一文，对文学伦理学批评进行了初步的介绍与阐释，标志着其理论话语的产

生，这是第一个节点。2014年聂教授的学术专著《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的

出版，使得文学伦理学批评在理论构建上更加完善，成为具有较为完整理论

体系与批评话语的研究方法，这是第二个节点。近年来，以聂教授发表“脑

文本”和“科学选择”等论文为代表，是其理论建构的第三个节点的开端。

我认为，本套著作的出版是对第二个发展节点中所形成的理论假说的实践证

明，同时也是对第三个节点到来的写作实践探索。

长期以来，尽管聂教授也注重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文本

批评实践，但由于理论自身建设和发展完善的需要，他很大的精力仍然是放在

其理论自身的建构和发展上。特别是当标志着其理论基本成型的《文学伦理学

批评导论》出版之后，聂先生为了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又开始深入探索科学选

择的问题。应该说，在聂先生的努力和领导下，文学伦理学批评本体理论的建

设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我有时也会感到，此领域对文学现象的有效分析和

具体文本的实践批评则显得相对薄弱。之所以说其薄弱，是因为虽然每年都有

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研究的大量论著问世，但仔细阅读这些研究论文，大多

都是用作品分析来证明这一理论，而不是用此理论来说明文学现象或阐释文本

的。我们知道，一个理论的成熟与否，重要的并非是用文本现象去证明这一理

论是否正确，要害的是这一理论是否能够让批评者在众多的文学现象与大量文

本中有新的启迪和新的发现。倘若一个新创的理论，只是处在理论体系的自我

完善中，并让众多具有个性意识的批评家们的研究都成为这一理论的实验员，

那么这一理论的重要性也就降低了。我欣喜地看到，《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

（五卷本）较好地弥补了这一不足。通过阅读，我们可以看到，从第一卷开

始，各卷的作者们即从不同领域和具体的国别出发，一方面探索这一理论与其

他学科的关系；另一方面则详细梳理中国、美国、英国和日本等主要国家的文

学伦理学批评发展流程、批评现状乃至经验教训等。由此可见，这在文学伦理

学批评领域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如果说，人们只是用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说明

理论，还属于强化自身理论建构的话，那么通过此理论的指导来重新阐释总结

其他学科的特征乃至不同国家文学的新形态构成，才可以说是一个学术立场的

根本性转换，也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那么，这套系列

著作的问世，意义无疑是非常重大的。

第三，鲜明地体现了跨学科和开放性特点。自古至今所出现的西方文

学理论流派或主张，大多都是以排他性为特征的。例如，神学文论与人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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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文论的尖锐矛盾；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文学主张的格格不入；浪漫主义与

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经常发生的抵牾；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文学观念和方法的

相互排斥。不仅如此，中世纪“名与实”的冲突；近代以来“情感”与“理

性”的对峙，乃至当下“人文理性”学派与“技术理性”的冲突等都说明西

方文论诸流派之间的界限极为鲜明。之所以如此，在我看来，是源于西方

思维模式的缺陷。我认为，西方思维方式是以“概念本质论”亦即“逻各

斯” 为出发点并由较为严密的逻辑推演而成，因此它的理论内涵都有排他性

的特质。而中国的哲学从创立伊始则重视普遍关系的构成，注重方法论的作

用。比如，我们祖先谈论世界的时候，首先谈的是“道”。现在很多人将中

国的“道”和西方的“逻各斯”并提，其实是草率的，也是不准确的。西方

的“逻各斯”在本质上说，是某种固有的“理念”或“绝对精神”，而在中

国文化中的“道”，其内涵则是永恒的本质关系运动，或者说是本质性关系

的辩证构成。例如，《周易》通篇就没有提出世界“概念本质”是什么，也

没有告诉人们某种概念式的“逻各斯”是万物之始，只是告诉人们，“道”

是一种“阴”“阳”互动的关系，是“太极”的运作。中国哲学以“关系本

质”和“方法论”出发来解释世界万事万物现象的思维模式，决定着其所建

立起来的文化体系是一个深处隐含着强大的吸纳性和开放性的文化结构。聂

教授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其实就深刻地反映了中国思维的鲜明特征，即

理论的跨学科性和开放性。第一卷《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将文学伦理

学批评与“历史主义”、“美学”、“精神分析”、 “后殖民主义”、“生

态主义”、“叙事学”乃至“马克思主义”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总结出了

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不同学科领域的独特体现和发展规律。同时，其它四卷又

围绕中国、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国家的文学现象，在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原

理的统筹下，进行了跨学科、跨领域、多维度的阐释。应该说，在今天国内

外学界大声呼唤要实现学科交融、要重视跨文化视野的情况下，这套书的出

版已用自己的实践走在了前列。它同时也说明，文学伦理学批评超越了纯文

学流派的范畴，具有了跨学科、跨领域的方法论意义和价值。

第四，体现出强烈的探索精神。我认为，“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以某

个时代伦理关系的构成为基础，偏重于从伦理关系发展变化的角度，来看待

某些道德观念在文学中的发展与表现的一种崭新批评模式。这样，这一批评

理论毫无疑问就有了先天性的创新品格。因为它主要的批评目的是通过伦理

关系的变化来揭示原有的旧道德的解体和适应时代的新道德观的产生，并且

用新的道德观来评价文学作品。应该说，只有这样的认识，才能符合今天的

伦理道德要求。我曾遗憾地看到，以往有很多冠之以“文学伦理学批评”的

论著，所弘扬的仍然是陈旧的“惩恶扬善”的观念，或者说在今天仍然采用

过时了的道德标准来进行所谓的文学分析。而我认为，倘若不能说清楚今天

的“善”和“恶”这一观念的新的伦理关系基础，不能说清今天所要弘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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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和所要否定的“恶”的新的伦理内涵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的道德指

向，这种所谓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不过是打着现代的旗号来重复昨天的故事，

客观上仍然是在倡导已经过时了的道德观念与评价标准。我们知道，世界上

从来就没有用一种恒定的伦理或道德价值取向创作的文学作品，因此，也不

可能用一种不变化的所谓伦理道德来评价不同时代的作品和文学现象。为

此，根据时代的变化，在伦理关系演进的基础上评价不同时代出现的文学现

象和作品，并作出了较为实事求是的结论，这就比起有些批评者常常用某种

一成不变的道德标准来进行文学批评更富于时代价值和学术价值。可贵的

是，这套著作从总体上来说，作者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具备了与时俱进的伦

理意识。在写作时，基本都能够从不同时代的伦理关系出发，对不同时代的

文学伦理现象做出符合实际的解释，尤其是很多章节都对今后文学中的伦理

表现特征、伦理冲突样态乃至伦理危机表现等，作出了富有创新精神的回

答，包括有些文学史上长期困扰人们的问题，也提供了新颖的意见。从这个

意义上说，这套著书的出版价值也是较大的。

在此，我要指出的是，不仅总主编之一的聂教授的理论探索精神和学术

的敏锐性构成了全书风格主调，同时也看到另一位总主编苏晖教授的富有个

性的学术主张在书稿中的鲜明体现。加上几位分卷主编和一些重要撰稿人写

作的章节，也让我读起来感到非常愉快。

当然，不可否认，这套著作中也存在着一些章节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

也有些用概念生搬硬套的痕迹，这些都是众人合作这样的大部头著作难以避

免的。但瑕不掩瑜，我认为，此套著作仍然是聂珍钊先生所创立的文学伦理

学批评理论发展第二个阶段的富于标志性的厚重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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