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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阅读在全球化时代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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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和
对话嘉宾

张旭东
主讲嘉宾

#'()

年生于上海!原籍广东番禺"

#'*!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 现为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

兼任上海市作家协会

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当

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学学会副会长"

研究方向包括中国二十世纪文学#中外

文学关系#当代文学批评等!主要研究范围

包括巴金研究#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

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等诸多领域"

代表著作有$%巴金研究的回顾和瞻

望&#%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中国当代文学

关键词十讲& #%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

讲& #%秋里拾叶录&#%巴金论稿&'与李辉合

著(#%人格的发展)))巴金传&#%黑水斋漫

笔&等" 并主编*火凤凰+文库#*逼近世纪末+

书系以及*世纪回眸人物+系列等"另有编年

体文集出版"

'本版整理 谢怡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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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俱乐部

扫描二维码 ! 关注文汇讲堂微信公众账

号#加入文汇讲堂读者俱乐部" 不仅将获得每

期讲座信息!更有主题摄影#参观访问#新媒体

训练营等活动邀您参与"

#'%(

年生于北京!现任纽约大学比较文

学系#东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育

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北大
,

华东师大
,

东京大学
,

纽约大学联合国际批评理论中心

主任"

-'*%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

年获美国杜克大学文学系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包括文艺批判# 文艺理论#政

治哲学和现代中国文化等!聚焦于中国语境

之下
.

之外的现代性与现代主义!涉及文学研

究#当代批评理论和政治哲学等诸多领域"

他用英文和汉语写作$英语的有%改革

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后社会主义和文化

政治&等专著!%中国向何处去&#%后现代主义

与中国&等编著"中文则有%批评的踪迹&#%全

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 等专著!%晚期资本主

义的文化逻辑&#%启迪&#%发达资本主义时代

的抒情诗人&等译著"

为什么还要阅读经典!

)))卡尔维诺与布鲁姆的回答

编者按!

伊塔洛.卡尔维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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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新闻工作者#短篇

小说家#作家!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意大

利小说家之一"代表作有小说%分成两

半的子爵&#%意大利童话故事&#%书上

的男爵&等!他的文论%新千年文学备

忘录&是
*"

年代风靡全球的畅销书"

哈罗德.布鲁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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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美国著名文学教授#*耶

鲁学派+批评家#文学理论家" 曾执教

于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高校"主要研

究领域为诗歌批评# 理论批评和宗教

批评" 代表作有%影响的焦虑&#%

=

书&#

%西方正典&#%如何读!为什么读&等"

从文学创作者和文学理论家的不

同角度出发! 卡尔维诺和布鲁姆都试

图为经典辩护! 并开出了西方经典的

书单!勾勒出西方文学史的脉络!值得

读者学习"

经典在当代的危机

卡尔维诺曾经写了一本畅 销
书"""#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书中&他
表达了他对即将到来的世界经济一体
化过程中& 文化文字可能受到的冲击
表达了深深的忧虑& 唯恐今后文化将
变得单一&而语言文字将失去深度&人
类将变得机械化%

写作该书时&是
2345

年 &网络化
的时代还远没有到来& 经济全球化还
没有真正成为现实% 卡尔维诺害怕人
类将遗忘经典& 于是他开出了一份可
以用于未来千年的文学史教材& 历数
从古希腊直至当代的经典作品%

而
67

多年后的今天&卡尔维诺所
担心的事情似乎已经成为了现实% 经
济的全球化已毋庸讳言& 人类也越来
越习惯于网络时代的'读图文化()*快
餐文化(&留给阅读经典的时间越来越

少了%

即便退回到学院内& 阅读经典也
似乎走上了一条越来越狭隘的& 偏离
人文主义的*专业化(道路%

*现今大学里的教学已被政治化
了+我们不再有大学&只有政治正确的
庙堂,,西方经典已被各种诸如十字
军运动所代替&如后殖民主义)多元文
化主义)族裔研究&以及各种关于性倾
向的奇谈怪论% (布鲁姆他在的代表作
-西方正典$的中文版序言里如是说%

在现代社会陷入虚无主义& 文字
文化显著衰退&人文大学沦为*媒体大
学(的今天&经典阅读已岌岌可危%

关于经典在当代的命运& 英国批
评家柯莫德在-关注的形式$中提出了
警告!

经典! 它不但取消了知识和意见

的界限!而且成了永久的传承工具/不

过!经典无法对抗理性!也就当然能被

解构" 如果人们对经典不以为然!他们

也可以设法摧毁它" 虽然很难看到学

术机构!包括招生机构!可以抛弃经典

而正常运行! 但捍卫经典再也不能由

中心体制的力量来进行! 也不能由必

修课来延续"

阅读经典的理由

卡尔维诺还写作了 -为什么读经
典$&来回答这当代社会人类共同面临
的问题% 但是面对这一棘手难题&他也
只能迂回地答道!*我还真的应该第三
次重写这篇文章& 免得人们相信之所
以一定要读经典是因为它有某种用
途% 唯一可以列举出来讨他们欢心的
理由是&读经典总比不读好% (

布鲁姆也认为& 所谓阅读经典能
够促进美德或社会秩序之类的口号都
是虚假的% 他提出&*要清除你头脑里
的虚伪套话(&才能真正将读者引向恢
复读书% 阅读的必要性在于为了自己

的利益% 在-如何读&为什么读$一书
中&他提出了阅读的五条原则!

首先&阅读的乐趣是自私的&而不
是社会的%他之所以转向阅读&是出于
一种孤独的习惯& 而不是作为一项教
育事业% 专业读书也许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公共利益& 但真正能够引发
乐趣的&仍然是孤独的读者&他为了自
己而读& 而不是为了假定的超越自我
的公共利益而读%

第二&没有阅读的伦理学&不要试
图通过读书来改善他人% 通过阅读进
行自我改善已经是个足够庞大的计
划& 应当充分利用时间用自己的内心
之光来阅读&洗净自己的无知%

第三& 他借用了爱默生的话!*一
个学者是一根蜡烛& 所有人的爱和愿
望会点燃它% (作为读者的发展尽管是
自私的&但所起到的效果却是公共的%

如果你变成一个真正的读者& 那么你
的努力所起到的效果会证实& 自己将
变成别人的启迪%

第四& 仍然来自爱默生&*要善于
读书&我们必须成为一个发明者(% 这
意味着&要有*创造性阅读(&而这建立
在*自我信任(的基础上% 这种自我信
任并不是靠着天赋& 而是经过多年深
读后才能得到的% 阅读时在追求一颗
比我们自己心灵更原创的心灵& 尽管
我们未必自知%

第五&寻回反讽% 文学中反讽尽管
往往是带着时代特征的&但一旦失去&

文学也缺少了想象力% 反讽也要求专
注度&以及维持对立的理念&所以&剔
除反讽意味着阅读失去所有的准则和
惊奇% 反讽会清楚空头理论家的虚伪
套话& 帮助读者像蜡烛似的学者那样
燃烧起来%

经典之为经典

在布鲁姆看来& 我们或许能为自

己找到很多理由来阅读& 比如我们需
要认识自我&需要认识别人&需要认识
人性&甚至是需要认识事物本质&但是
抛开所有这些形而上学的概念& 最强
烈) 最真实的动机仍然在于读者自身
的乐趣%

但寻找这种乐趣并不容易& 需要
读者的求索% 需要我们调动全身心地
超越边界&用人性去解读% 我们很容易
就能够将莎士比亚的崇高地位解释为
殖民主义的兴起& 我们也很容易就用
弗洛伊德主义学说& 以双性恋的角度
去解构莎士比亚% 这样的解读似乎正
成为大学教育的主流& 但如此专业化
的阅读违背了阅读的乐趣& 甚至违背
了大学教育的初衷% 人拥有的远远不
止是某一种意识形态&或民族背景&而
是广阔得多的天性& 只有天性才能与
经典之间真正地贴近%

阅读不是理想主义& 而是实用主
义+不是集体主义&而是个人主义% 布
鲁姆和卡尔维诺的回答也许都多少有
些虚无主义& 不过却在根本上是反诸
自身% 而归根到底&经典的形成既不是
由批评家和学术界决定& 更不是由政
治家决定的& 而是经典的作者本身决
定的% 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就经典的秘
诀&在于他们的普遍性&而不是他们体
现了女性主义) 历史主义或心理主义
的意识形态% 经典超越阶级)种族)性
别和国家利益的界限%

推荐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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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需要新的民族性

今天的中国还没有找到真正的
根基% 在建立中国认同上有许多误
区&以为是要搞国学热% 其实&今天
的中国人再奢谈传统文化& 其实是
在消费传统文化&是*啃老(% 今天的
中国人需要在实践中产生出新的民
族性&即使一开始是贪婪)自私狡诈
的负面形象& 但这是可以转变的一
个环节%

.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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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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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观察者网专访/

中国的本土不是地域概念

西方每次遇到精神危机总还到
基督教)古希腊传统中去寻求解决0

而中国的问题也得从本土传统中寻
求答案% 但我们对本土传统不能做
一个狭义的理解& 本土包含很多层
面&孔孟之道)

89

年社会主义建设)

:9

年改革开放
都是本土%中国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本土不是地域
概念&而是时间概念%本土是不断在时间中生发出
新的东西的能力)意志和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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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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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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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东方早报&专访(

中国物质发展的背后有什么#

在全球化的今天& 中国在很多方面的确赶上
去了&融进去了&成了当代的

;

世界工场
;

+但偏偏
在根本的价值和认同问题上

;

空洞化
;

)1泡沫化(%

其中的原因当然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 但其中
之一也许就是整个社会领域的

;

非政治化
;

和庸俗
经济学化%

我们不必过于在意别人的眼光& 但我们不能
不问自己&在物质生活的地表之下&我们有什么样
的*时间的种子(在生长)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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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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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汇报&(

鲁迅不仅仅属于中国

鲁迅是国际现代主义运动的一个环节% 不仅
仅要把他看做属于中国的一个思想家)文学家)革
命家&而是把他放在同诸如俄国现代主义)日本的
现代主义)北欧)东欧的现代主义写作这样一个世
界文学的脉络里面来重新审视% 这样鲁迅必然会
作为二十世纪早期的一个现代主义大师& 一个经
典文学文本&被重新引入世界文学的典范当中%

'摘自%生活在后美国时代&'孙晓忠编(!上海

书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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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博士教育

缺少总体性问题的意识

从形式规范上讲& 中国人文科学的博士教育
并不比国外同行的差%但问题在于&我们没有总体
性问题的意识&所以局部做得再好&严格说来都是
一个不成形的东西%而西方的学术再小)做得再局
部& 总是有整体性问题意识和学术发展的框架支
撑在后面%这需要我们思考&如何去找现实问题和
学术问题的交叉点&找*国学(和*西学(相通的地
方%

'摘自北大课堂讲稿%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