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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视阈下的文学经典 

李丹 

摘要：20世纪中期，随着文化研究热潮的悄然兴起 ，文学 

领域的相关争论便 自此展开。对于诸如什么是文学经典—— 

“中学和大学里系统研读的作品”的观点，有学者反对，有学者 

赞成。本文以卡勒《文学理论入门》为出发点，对上述有争论的 

几个观点，作了较为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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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 
20世纪 60年代 由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语言学理论 的 

巨大影响 ．一些法 国学者将结构语言学 的理论方法运用到对 

社会和文化的现象研究上。尽管没有形成一个学派，但都贴上 

了结构主义的标签，并由此产生了现代文化研究。 

美国当代文艺理论家布鲁姆在其 《西方正典——伟大作 

家与不朽作品》一书中明确表达了他对当代流行的批评理论 

持反对态度．并且将女性主义批评 、新马克思主义批评、拉康 

心理分析 、新历史主义批评 、符号学等视为“憎恨学派”，在布 

鲁姆看来这些流派特别重视文学作品中的社会文化问题，对 

文学作品的研 究中加入 了文化研究 的成分 ，这些颠覆 了以往 

的文学经典，同时他还反对大众文化对文学经典的侵蚀 ，强调 

关注文学作品本身，重申文学的审美功能，尤其是对作品本身 

语言风格的阐释。他将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对立起来，不免有 

些过激 。 

《文学理论入门》一书中将文化研究界定为“理论的范式 

作为理论指导所进行 的实践活动 ”’并指出文化研究 内在受着 

两种力量的驱使．即复苏通俗文化的欲望和对大众文化的研 

究。他认为文学与文化研究不一定要存在矛盾 ，反过来将文学 

作为某种文化实践加以研究，把文学作品与其他论述联系起 

来，文学研究会更有所收获。在他看来文化研究不是摧毁了文 

学经典．而在某种意义上说造就了文学经典．新的阅读方法和 

研究角度给文学经典增加了活力。在书中的第三章作者针对 

文学和文化研究分两点进行 了阐述。 

第一要明确的是什么是文学经典。诚然随着文化研究的 

兴起．越来越多的被历来学者“冷落”的作品被挑选出来，作为 

某个分析流派认为 的经典 ，和莎士 比亚同时代 的剧作家本 ·琼 

森，作品以讽刺见长，戏剧《福尔蓬奈》就被作为研究詹姆士一 

世统治的经典文本。那么传统的文学标准是不是不再适用?重 

新映人人们视野的作品是不是具有同 《哈姆雷特》、《浮士德》 

这样的“杰出文学价值”?还是因为具有某种文化研究领域的 

表征呢?我们知道作家创作出来一部作品，对于他来说仅仅是 
一 个文本．并不是文学艺术品，只有经过印刷传播、传递给读 

者、经过鉴赏分析才能具有艺术价值，整个过程才算作是文学 
活动 ．这样 才使得一部作品具有成为经典的可能性 。这就是说 

文学作品是意向性客体，既包括了作者创作时的文本，又包括 

了读者对它的再创造、研究者对它深刻的挖掘 ，它本身具有丰 

富性和不定性，这也就难以框定出一个标准来评判什么是经 

典，什么不是经典。只能说哪些作品具有“与众不同的错综性” 

使作品获得独立的生命价值，永远拥有读者。 

第二个争论在于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以布鲁姆为 

代表的一派学者执著审美理想及其批评实践。重申文学的审 

美功能．关注作品的文学性，以“对抗性批评”来贬低大众文化 

和文学研究。尽管有一定合理性 ，但是他忽视了文学的社会性 

和其本身蕴含的巨大阐释空间。在卡勒看来，文化研究对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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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做的解读实践，提供了新的解读方法 。阐释了文学作品本身 

所具有的道德和美学价值 ．尤其是对于社会约定俗成的被列 

为“经典”的作品的重新解读．使其获得了更多的意义阐释空 

间 ，更加经久不衰。 

■、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 
文学是人类的一种特殊精神文化现象．它的存在必然具 

有价值，所谓的价值就是对人类所具有的意义．文学对人类显 

然具有重要意义。文学的功能或者价值在中国古代就有“兴、 

观、群、怨”，在西方贺拉斯提出文学寓教于乐 ，都注意到了文 

学的社会文化功能 。如果仅仅从审美功能上认定一个作 品之 

所 以成为经典在于它的文学性 ．把作 品当作作家一个人 的成 

就．而不去考察它所具有的社会文化功能．不去深刻考察作品 

之所以“经典”、“伟大”产生的社会根源，便抹杀了文学作品多 

元性和厚重感。而考察这些必须从不同的角度 ，用不同的方 

法．比如按照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和福柯的”疯癫”哲学观，哈 

姆雷特的心理世界完全 印证了 重人格结构理论 ；从社会学 

的角度探析，又能够让我们有所借鉴．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实际 

生活中的自我，才能超越自我，并在生活的困顿和迷惑中找到 

前行的方向。在《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一书中就指出“经典在 

宗教、伦理 、审美、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它 

们是提供指导的思想宝库，一直是解决问题的一门工具，也提 

供了一个引发可能的问题和可能答案的发源地”。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各种通俗文化形式对文学作品 

不同形式的解读，比如各种改编经典的电影或者电视剧，使得 

我们 发现在文本确定意义之外 ，所展现出来的文本 以外 的东 

西，而这也正是吸引受众眼球之所在。传统的文学经典面对新 
一 轮的解读，其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受到挑战。一方面我 

们所谓的文学经典。是与在与各种通俗文化形式对比之下，显 

示其特殊性的一类文学艺术，比如在叙事技巧，主题价值 ，材 

料选取等方面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或者说更具有宏大 

叙事、人文关照，是放在整个文学史和人类历史的长河上来选 

取比较突出的作品。不可避免的同时期、同类作家会受到忽 

视。但另外一方面随着各种新潮理论的出现和解构思潮的影 

响下．涌现出大量新材料 ，这就使得各种被排除在经典之外的 

“边缘文学”和其他相关的文化产品获得高度的关切 ，可能从 

它们中挖掘到某一领域的典范 ，这就使得它们跻身于“经典” 

之列。按照布鲁姆一派人的说法，不能用文化理论来阐释和挖 

掘他所谓的“经典”，这是对经典的亵渎和破坏，也就等同于这 

些经典凌驾于社会文化和理论之上，孤立起来，那这些经典又 

有什么意义呢?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些没有价值 的作 品 ，必将 

被人们所遗弃，取而代之的将是那些所谓的“边缘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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