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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90年代的一篇文章1中，陈思和详细回顾

了1988年上海“重写文学史”的发生史：

　　

“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并不是随意想象

的结果，近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确实走到了

这一步。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这门学科的发展轨

迹。“文革”前的17年且不去谈，自1978年到

1985年，这门学科的主要工作是资料的发现、整

理以及重新评价。这在当时标志了一场重要的学

术革命。……

由于这种种问题的存在，1985年现代文学

研究有了明显突破。其标志是那一年5月在北

京万寿寺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的青年学者“创

新座谈会”。那一年正是文艺理论界掀起“方

法论”热的时候，其波及学术领域，启发了一

些研究者在更广阔的视野范围内思考如何对现

代文学作新的整合，以期改变过去那种对象过

于狭隘而造成的局限。……会议以后，思想转

化为具体成果，有北京大学陈平原、钱理群、

黄子平三人提出的“20世纪文学”的概念，在

上海，有王晓明关于“20世纪作家文化心理

局限”的研究，陈思和关于“中国新文学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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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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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论述以及李劼等人从语言本体角度对新

文学史作出重新梳理，等等。……

因此，我以为“重写文学史”只是前阶

段学术研究发展而来的一个必然会发生的小环

节，它的目的，用北京一位同行的话说就是“消

肿”，使前一时期或者更早些的时期中，出于种

种非文学观点而被搞得膨胀了的现代文学史作一

次审美意义上的“拨乱反正”，这对于前一次在

政治意义上的拨乱反正，应是一个新的层次上的

反复。

　　

很明显，陈思和的这种“讲述”从某种意义上

说是一种“时间性”叙述，这里面的三个关键时间

分别是1978年、1985年、1988年，其对应的“故事”

分别是“80年代初的重评”、“20世纪中国文学”

（还包括“新文学整体观”等）、上海的“重写文学

史”，在这样一种历史叙述中，上海的“重写文学

史”被理所当然地理解为“学术场”内的“知识生

产活动”，而与产生这种“知识”的社会历史环境不

发生具体的联系，“重写”被理解为一种“自足的”、

“独立的”、“纯粹的”学科活动。毫无疑问，这种

历史的叙述自有其合理性，不过让我感到怀疑的

是，这种叙述是否遮蔽了更复杂的内容？我发现，

正是在同一篇文章中，似乎还有另外一种声音：

　　

这些年轻的学者，几乎没有人是单纯地为

学术而研究的，他们都是从实难中挣扎出来，带

着“文革”留在肉体上和心灵上的伤痕，把眼睛

盯住了属于他们经验以外的方面。他们如饥似渴

地探求一切新的知识、新的学说，企图用新的理

论信念来平衡他们已经失去了原有理论支持的心

理，他们通过文学史的回顾和反省，企图悟出一

条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老是演出悲剧的道理来。

而在这个时候的现代文学学科，他们感到特别亲

近……唯有现代文学领域，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为

这批学者提供了一片任意驰骋的处女地。2

从这一段话我们似乎可以揣测出“重写文

学史”的另一种发生背景，那就是一代知识分子

借助文学研究来表达其人文理念和社会关怀，并

对当代社会政治文化进行介入和参与，这其实是

80年代学术的一种比较突出的特征3。如果我们

结合“重写文学史”的重要参与者，《上海文

论》编辑部主任、“重写文学史”专栏的责任编

辑毛时安的说法，也许会看得更清楚一点，毛时

安在接受笔者的采访的时候，非常详细地谈到了

“重写文学史”发生的一些细节，为了讨论的需

要，特摘录如下4：

　　

我办《上海文论》，首先我是非常关注

《上海文论》对现实的介入。在某种意义上说

呢，我们和57年那批“右派”有异曲同工之处，

就是强调这个介入、强调干预，那么也和萨特的

“存在主义”相通，当时正好也是“存在主义”

刚刚进入中国嘛。……

当时88年的上半年《新民晚报》发了一篇

很小的文章，大概是三四月份还是四五月份，叫

《苏联重评金星英雄》。我当时一看，就是苏联

对文学开始重新评价，因为当时戈尔巴乔夫掌权

嘛，对文学开始重新评价，他对他之前的赫鲁晓

夫时代之前斯大林时代的很多声名很大的文学作

品进行重新评价，其中就包括《金星英雄》。那

么受到这个启发以后呢，当时就因为很年轻嘛，

觉得做什么事情就一定要做好做大，就是一定要

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和轰动效应，所以我觉得我

们也应该对我们自己的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进行

重新评价。那么当时呢，还受到尼采价值重估的

思潮的影响，我就把这个想法跟徐俊西讲，他也

很赞同。

当时专栏的名字也是很难起的，因为你要

做一件事情，就要有一个最简单、最明确的口

号，这个口号就是纲领，就是一面旗帜。所以你

必须要找到一面旗帜，这个旗帜呢，我的想法是

既要有一定的学术性，又要有一定的普及性，让

人一看就能理解明白。所以开始呢，这个栏目不

是叫“重写文学史”，是叫“重估文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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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文学史”，受到尼采的价值重估影响嘛。后来

觉得“重估”不太好，因为“重估”总是觉得太

拗口了，不够大众化、不够明确，后来又想到

“重读经典”、“重读名著”等，但是又觉得不

够激情，我这个人是很有点激情的，觉得口号一

定要有点杀气，这几个名字杀气不够，也文绉绉

的。“重读经典”、“重读名著”，不来劲。最

后想，一定要有种翻个儿的感觉，所以“重”字

是必需的，“重”等于要倒个儿，重什么呢？从

我们开始重新写，就是这个比较明确嘛，好，就

定下“重写文学史”了。

　　

我们发现，毛时安关于上海“重写文学史”

发生的叙述和陈思和、王晓明的叙述有很大的差

异，这一点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在毛时

安的叙述中，完全没有提及北京的“二十世纪中

国文学”、“青年学者创新座谈会”等内容，也

就是说，他完全没有“北京-上海”这样一个学

科发展延续的观念。第二，在他的叙述中，触发

“重写文学史”的主要是意图是为了对现实的介

入，产生社会轰动效应，而没有考虑到过多的

学科建设方面的因素。第三，他认为触发“重

写”动机的主要是存在主义思潮、尼采的“重估

一切价值”和苏联的“重评”运动，由此可见，

“重写文学史”在毛时安看来，更多的是一种社

会（激进）思潮裹挟下的产物，是当代社会思潮

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种表现形式。需要说明的

是，“重写文学史”在上海的提出实际上带有很

大的偶然性，不过，恰好有了《上海文论》这么

一份刊物，有了那么几个人一起，才最终落实成

了一个所谓的上海的“重写文学史”实践：

当时在上海的这群青年评论家当中呢，我

是年纪最大，当时我们想做这件事情，我就跟徐

俊西他们商量，就是说需要找到这样的人，一方

面要有学院的背景，使这个栏目显得很学术，我

们不是乱写文学史，我们是有科学依据的；另外

就是要对现当代文学确实很熟悉，仅仅熟悉还不

行，因为有的很熟悉却没有思想，还要有思想；

然后呢，还要年轻、有点冲击力；而且名气不能

比我们还大、比徐俊西还大，那就没意思了，是

不是？名气也不能太大。我们就是要找这样的

人，最后呢，觉得陈思和、王晓明是纳入我们视

野最合适的，因为他们两个人一来跟我们关系很

好，都比我小嘛，然后呢，两个人做事情都很认

真、很踏实，他们都是很学者的，对现当代文学

也很熟悉的，是专业出身。比如晓明，既有家

学，还有钱谷融先生的学术背景；最后，两个人

文字都很好，我们觉得很合适。我把这个想法跟

他们一说，他们觉得很来劲。所以我们这个是很

好的一个组合。5

《上海文论》是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

所的一个刊物。主编是徐俊西。徐俊西当时主要

从事文艺理论研究，思想比较开放，另外还有一

个人，就是编辑部主任毛时安，实际的杂志是毛

时安具体在编。然后就在那里讨论，说是想要办

一个响亮点的栏目。徐俊西是复旦中文系的老

师，陈思和是复旦中文系毕业的，所以他就找了

陈思和。我跟陈思和是很好的朋友，我们当时都

很年轻，都是大学里的青年教师，那个时候很多

事情都一块做，所以找我们俩一块去。6

我记得有一天下午是在上海社科院《上海

文论》编辑部的一个房间里面，我们三个人，毛

时安说要我和陈思和两个人来编一个关于文学的

栏目，但是要想出一个具体的题目。大家讲啊讲

啊讲，想不到好的题目。后来我说了一段话，我

的意思是说，我们其实想做的就是要一个重写文

学史啊什么什么的，我说了一通，陈思和反应很

快：“那就叫‘重写文学史’吧”，我说的时候

是无心的，是他把这五个字拎了出来。他这么一

说，大家都觉得好，就这么定下来了。7

    

虽然毛时安、王晓明、陈思和三人的叙述

关于具体的历史细节有所出入，但是还是很容易

看出“重写文学史”思潮的落实确实带有一定的

偶然性，并非如陈思和后来所言的那样“顺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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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在我看来，这种叙述的差异来自于不同的

身份意识，相对于陈思和、王晓明的研究者的身

份，毛时安主要是一个批评家和编辑，90年代以

后也一直没有进入大学的学术体制，因此，他的

回忆更接近于一种未经学科规范“规训”的叙

述，自然更少“学科色彩”。而陈思和、王晓明

本来就是科班出生，后来又一直在高校从事现代

文学的教学和研究，自然更容易从学科的角度来

理解“重写文学史”。我之所以在这里把毛时安

的叙述与陈、王等的叙述并置在一起，其实是为

了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如果跳出学科史的角度，

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可能就不仅仅是一

个在时间上构成的线性递进的进程，而是一个可

能是在不同的空间里面都开始酝酿发生的“历史

思潮”，它一方面是80年代社会思潮在文学研究

领域的反馈，另外一方面也是一批文学知识分子

借助这一形式来表达对现实社会的介入和建设。

具体一点来说就是，北京和上海同属于“重写”

发生的空间，虽然在时间上有先后（1985年和

1988年），但是，这种时间上的先后并不构成一

个严格的因果逻辑，并没有一个谁是因，谁是果

的线性进化的顺序，而是可能平行构成“重写文

学史”发生的起源。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提出这

种可能性并不是为了完全颠覆陈思和、王晓明等

人关于“重写文学史”学科史的叙述，从某种意

义上说，他们的叙述是合理且合法的，只是在我

看来，这种叙述带有一定的封闭性，不利于重新

打开“重写文学史”的理解空间，所以才有必要

导入“空间”的研究视野。

                               

二

　　　　　　　　　　　　　　　　

上海这一地理空间为“重写文学史”口号

的提出和实践提供了何种文化氛围？诚然，《上

海文论》杂志，徐俊西、陈思和、王晓明、毛时

安等人的参与可能都是“重写文学史”落实的推

介因素之一种，但是，这些可能只是一些很偶然

的可选择的因素，并直接受到该空间文化气质的

影响。从根本上说，上海的文化氛围和文化性格8

必然和当时的整个社会文化思潮、意识形态构成

错综复杂的关系，并直接影响到“重写文学史”

思潮的变化和发展。这其实是一个带有跨文化研

究的大题目9，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并不适合

也不需要进行全部的展开，只是作一些相对简单

的梳理归纳。

对于1985年后的上海文化氛围，有很多不

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说法，在一次访谈中，李

陀认为上海1985年后的文化氛围其实是比较宽松

的，他把此原因归结为当时上海的一批文化人比

如巴金、茹志娟、王西彦、李子云等观念比较

新，对于新的文化现象都持一种开明保护的态

度。10吴亮也认可这种观点，但却是从另外一个

角度来谈的：“中国作协、中宣部都在那里（指

北京，编者注），甚至当时《人民日报》、《光

明日报》都有文艺版，都有文艺评论，他们都喜

欢板着面孔。《中国青年报》当时还比较开放一

些，有些年轻人。上海当时没有这样一些中央级

的大报，相对而言控制的比较松一些，是不是还

有些其它个人原因，我不得而知，我也很少去关

注这些问题，可能上海相对不是一个政治化的中

心，而且当时整个的气氛就是鼓励文艺繁荣，鼓

励文艺创作。”11而在80年代的另外一位文化干

将甘阳看来：“我们后来比较明白，就是上海比

北京严得多，上海控制紧得多。”12这种对上海

文化氛围截然不同的观点可能都带有个人经历的

体验，并不能代表历史的真实状况，但是这并不

重要，重要的是，从这些80年代的当事人的言谈

中，我们可以捕捉到另外一种更有价值的信息，

那就是，在80年代，只有上海才拥有足够与北京

相抗衡、制约和互补的政治文化资本。上海从某

种意义上构成了另外一种空间，这一空间既是北

京的复制和补充，另外一方面也同时是它的拓展

和变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的文化氛围

究竟是“宽”还是“严”并不是一个问题，问题

是无论“宽”、“严”，80年代的上海是一个比较重

要的文化空间，在此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紧密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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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在一起，并因此成为一系列文化事件“生产”

和“加工”的温床。

上海的这种特殊的文化位置是经过长期的

历史建构起来的。比如在30年代，上海是“左翼

文学”的中心，代表了当时一种激进的、对官

方意识形态形成解构和颠覆的文化力量。而在一

些研究者看来，30年代的“新感觉派”文学不仅

是“文学上的先锋”，同时也是“意识形态上的

先锋”，也是具有某种解构的文化性质。13王晓

明据此认为上海的文化性格具有某种“解构性”

的特征，这是有一定道理的。14这里面其实有两

条线索可以追溯下来，第一是以鲁迅为代表的

“五四”精神传统，第二是上海的“市民”文化

传统。我们分开来略作讨论。

首先讨论第一个，“五四”传统是80年代

文化重建的主要思想资源之一，这一点无论是北

京还是上海都是一致的。但是对于80年代的上海

学人来说，“五四”传统不仅是一个历史化的文

化记忆，更是非常现实的具体所指，陈思和对此

有非常清楚的体认：

　　

复旦大学有几个关键性的老先生，这是非

常难得的。贾植芳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我的

一生碰到贾先生是我的一个转折点，是他让我知

道是怎么做人的，……贾植芳先生对“五四”这

种传统是非常认可的，如果现在我问你什么是

“五四”，你可能搞不大清楚的，他们是很具体

的，“五四”就是跟着胡风，胡风就是跟着鲁

迅，鲁迅就是“五四”精神，他们的脑子里面这

个线是很清楚的。15

　　

从鲁迅开始，然后是胡风和巴金，再到后

来的贾植芳、钱谷融等等，这是80年代上海文化

学术的一个基本的传承，无论是陈思和、王晓明

还是李劼等都是认可并自觉参与到这样一个文化

传承中去的16，这种文化传承在当代要么是被压

抑和排斥（如胡风、贾植芳、钱谷融等），要么

是遭到一定程度的“扭曲”和改写（如鲁迅和巴

金），因此，它们很容易在80年代的话语体系中

找到并放大它的位置，通过“重写文学史”为这

一文化传统“正名”同样是当时应对意识形态危

机的一种方式。

其次，上海的特殊性还在于它不仅仅是一

个“精英文化”所塑造的空间，实际上，它强大

的商业和市民文化传统也同样构成了它的独特

性。在很长的时间里，上海的这种市民商业文化

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比如陈思和显然没有意

识到商业市民传统（它的文学形式就是通俗文

学）会对他的文学史观念和学术实践产生什么重

要的影响，但实际上他的学术研究却一度和通俗

文学发生关系。17当然，这种联系也没有必要予

以夸大，但是有一点需要指出，在1985年以后，

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的拉开，上海作为近

代中国开埠最早的国际大都市，它潜在的市民观

念和商业意识可能比其它地方更容易得到激发并

予以回应，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很有限地讨论了

1985年《上海文学》杂志与城市消费之间的关

系，并认为正是这种观念推动了“新潮文学”在

上海的发展，18程光炜在最近一篇讨论“先锋文

学”的起源的文章中19也令人信服地指出：

　　

正如作家王安忆描绘的，那时上海的生活景象

是：“灯光将街市照成白昼，再有霓虹灯在其间穿

行，光和色都是溅出来的”，“你看那红男绿女，就

像水底的鱼一样，徜徉在夜晚的街市。他们进出于

饭店，酒楼，咖啡座，保龄球馆，歌舞厅以及各种专

卖店，或是在街头磁卡电话亭里谈笑风生”，这“才

是海上繁华梦的开场。”（王安忆：《海上繁华梦》，

引自《接近世纪初》，第53、54页，杭州：浙江文艺出

版社，1998年版。）而当时北京和大多数内地城市，

各大商场夜晚7点钟前已经息灯关门，很多地方还是

“黑灯瞎火”的情形。某种程度上，城市的功能结构

对这座城市的文学特征和生产方式有显著的影响。

所以，无论从杂志、批评家还是作为现代大都市标

志的生活氛围，上海在推动和培育“先锋小说”

的区位优势上，要比其他城市处在更领先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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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这些简单材料让人知道，即使在1980年代，

上海的文化特色仍然是西洋文化、市场文化与本

土市民文化的复杂混合体，消费文化不仅构成这

座城市的处世哲学和文化心理，也渗透到文学领

域，使其具有了先锋性的历史面孔。

　　

虽然上述两篇文章研究的对象都是集中在

“先锋文学”与上海城市文化的关系方面（“先

锋文学”、“新潮文学”与“重写文学史”其实

关系甚大，这里暂且不表），但从中我们实际上

可以看出在城市改革的影响之下，文化行为和文

化方式实际上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毛时安在谈

及“重写文学史”栏目的时候就曾谈到“商业方

面”的考虑，希望通过“重写文学史”栏目改变

《上海文论》的面目，并求得经济上的效应。20

当然，我们并不能在这种商业意识和市民传统与

“重写文学史”思潮之间建立一种必然的“因果

联系”，如果是这样的话，则是把问题简单化

了，也必然会贻笑大方吧。我想指出的是，上海

的这种商业文化和市民传统更多的是一种背景

性和文化上的参照系，在80年代，它与上述的以

鲁迅、巴金、胡风、“新感觉派”等文化传统

一起，在“思想解放”和“城市改革”的影响

下，被重新予以“复制”和“激活”。罗威廉

（william T Rowe）的研究曾指出这种“文化

记忆”的效用：“我的全面研究表明，造成该县

暴力泛滥历史除地理因素之外，还须归因于当地

特殊的文化传统，它们能够系统地复制世代传承

的大规模暴力行为倾向。这种文化传统表现在其

他事物中，其中包括不断地撰写的地方志和其它

文化记忆载体，如民间歌谣、传说、地方戏、诗

歌、武术和民间宗教传统，还有各种历史遗迹

与遗址。”21就80年代上海的“重写文学史”而

言，无论是死去的鲁迅、还是蒙受“冤屈”的胡

风、巴金，以及被冷落的“鸳鸯蝴蝶派”，这些

“历史记忆”和“历史碎片”在80年代的上海空

间里面被重新缝合、型构，它并不必然导致某一

事件或者后果，但是，这种文化性格却始终以一

种边缘的身份与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形成一种

“偏离”，以“异”的面目出现，刺激和活跃着

上海的文化想象和文化参与方式，也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上海的“重写文学史”在继承和发展前

此的“重写”思潮的基础上，呈现出更加激进的

“解构”姿态。

　　

注释：

 1 陈思和：《关于“重写文学史”》，《笔走龙蛇》，济

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114页。

 2  同上，第111－112页。

 3 陈平原曾指出：“八十年代的学人，因急于影响

社会进程，多少养成了‘借经术文饰其政论’的

习惯。……换句话说，表面上在讨论学术问题，

其实是在做政论，真正的意图在当代中国政治。

这一方面体现了我们的现实关怀，但另一方面，

也会导致专业研究中习惯性的曲解和挪用。”查

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陈平原》，北京：三联

书店，2006年版，第138－139页。

 4 毛时安、杨庆祥：《〈上海文论〉和“重写文学

史”——毛时安访谈录》，未刊。

 5 同上。

 6 王晓明、杨庆祥：《历史视野中的“重写文学

史”——王晓明答杨庆祥问》，《南方文坛》，

2009年第3期。

 7 同上。

 8 根据有关资料显示，历史上关于上海的城市精神

（文化性格）就有很多的讨论，比较著名的有两

次：“一次是清末民初的讨论……将上海与北

京、南京、天津、汉口等城市相比较，或批评上

海崇洋、肤浅、奢靡，或赞扬勇于学习外国、文

明，有创新精神。”“第二次讨论发生在20世纪

30年代。这一次，既包括由沈从文等挑起的关于

京派、海派的论争，也包括《新中华》杂志发起

的讨论。……这次讨论，对于我们今天研究上海

城市精神比较有启发意义的是两个人的意见，一

个是哲学家李石岑，他将上海与苏州、南京、北

平相比，认为上海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的

城市，能够抓住时代发展核心，生活紧张，能锻

练人的能力。……另一个是留学法国、日后成为

北京大学教授的曾觉之的意见。他从不同文化的

并存、融合和新文化的产生的角度，认为上海这

一特殊的城市，将成为新文明的中心之一。”见

熊月之、周武主编：《海纳百川——上海城市精

神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第30－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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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近年来，对上海作为一种特殊文化空间的研究成

为一个热点，相关著作繁多，比如研究上海与中

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的著作有：李欧梵的《上海

摩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李今的《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合肥：安

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杜心源的《城市中

的现代想象》（上海：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07

年版）；陈惠芬的《想象上海的N种方法》（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研究上海的

文化性格的有：杨东平的《城市季风》（北京：

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熊月之、周武主编的

《海纳百川——上海城市精神研究》（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等。

10 李陀与笔者在2008年的一次谈话中谈到这一问题。

11 吴亮、李陀、杨庆祥：《80年代的先锋文学和先

锋批评》，《南方文坛》，2008年第6期。

12 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甘阳》，第224页。  

13 参见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

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何恬译，南

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4 王晓明、杨庆祥：《历史视野中的“重写文学

史”——王晓明答杨庆祥问》，《南方文坛》，

2009年第3期。

15 陈思和、杨庆祥：《知识分子精神与“重写文学

史”——陈思和访谈录》，《当代文坛》，2009

年第5期。

16 王晓明、杨庆祥：《历史视野中的“重写文学

史”——王晓明答杨庆祥问》。

17 陈思和在访谈中说：“《巴金论稿》写完以后接着

要写毕业论文嘛，我就想换个题目，最早想研究的

‘鸳鸯蝴蝶派’这块，研究通俗文学，为什么呢，我

当时认识一位老先生，是研究旧文学，我受了他一

点影响，后来看看，发现我也不大喜欢这方面，就

放弃了。”参见陈思和、杨庆祥：《知识分子精神与

“重写文学史”——陈思和访谈录》。

18 杨庆祥：《“读者”与“新小说”之发生——以

〈上海文学〉1985年为中心》，《当代作家评

论》，2007年第4期。

19 程光炜：《如何理解先锋小说》，《当代作家评

论》，2009年第2期。

20 毛时安说：“但是，光改版还是不行，必须内容

上有变化，我第一个讲改版，第二个就是要讲经

济。那个时候刊物发行量小嘛，只有两三千份，

经济上一直没办法运作，所以我们当时我们搞了

很多企业的报告文学，通过报告文学来赞助，出

版报告文学来养《上海文论》，就是这么运作

的。”毛时安、杨庆祥：《〈上海文论〉和“重

写文学史”——毛时安访谈录》。

21 罗威廉（william T Rowe）：《清代东山民变：

乡村暴力的传奇》，沈宇斌译。收入王笛主编：

《时间·空间·书写》，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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