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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英语学界过去 50年间中国文论研究的学术成绩 , 按翻译 、专题和综
合三类别 ,作了概要的梳理和分析 , 指出其主要的关注视野和发展取向 ,以供本土

学界之参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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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中国文学其他门类如诗词 、小说等 ,文学理论大约是海外学

界了解得很不充分的一个部分 。不过 ,中国本土的文论研究 ,其实早先

就受到域外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日本铃木虎雄的《支那诗论史》(1925)

便早于陈锺凡的第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1927)。在某种意义上 ,中

国文论的研究与许多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一样 ,海外的成绩始终是值得

注意乃至重视的参照 。我们将以往数十年英语学界的中国文论研究 ,

大略分为 3个方面 ,分别简述相关成果 ,勾勒其发展大势 ,以利参稽 。②

一 、 经 典 翻 译

西方世界对中国文论的了解 ,首先当然是从译介文论著作开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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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英语世界最重要的中国经典翻译家理雅格(James Legge)的

《诗经》(The SheKing or the Book of Poetry ,1871)译本中就包含了中国古

代儒家诗学的第一篇重要论著《诗大序》的英译;之后 ,英国著名汉学家

翟理思(Herbert A.Giles)所著英语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1901)译出

了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 ;20 世纪 20年代有留学美国的张彭春所译

严羽《沧浪诗话》(1929)。③这些译为英文的文论著作 ,都是中国文学理

论批评历史上最为核心的作品 。文学理论的情形 ,其实与文学作品一

样 ,经典性的文本据有首要的地位 ,只有对相关文本有充分的了解 ,才

谈得上进一步的学术研究 ,因而它们受到学界特别垂顾 ,也是理所当

然。有些文本甚至不断有名家的精细译作面世 ,比如《文赋》 ,即先后有

牛津大学修中诚(E.R.Hughes)、④哈佛大学方志彤⑤ 、柏克莱加州大学

陈世骧(Essay on Literature , 1948 , 1953)和华盛顿大学康达维(David

Knechtges)等的译本 , ⑥各擅胜场 。《文心雕龙》无疑为中国古代文学理

论中的巅峰之作 ,早年华盛顿大学施友忠的全译本《文心雕龙:中国文

学思想与类型研究》⑦至今仍颇具参考价值 , ⑧而近年又有香港黄兆杰

的新译出版。
⑨
中国古代文论的文本形式 ,除了专著 、诗话之外 ,不少本

身就是文学作品 ,比如在从杜甫《戏为六绝句》以下的论诗传统中 ,元好

问的“论诗绝句三十首”便堪称为代表之作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精通

中 、日文学的魏世德(J.T.Wixted)著有《论诗:元好问的文学批评》 ,
⑩
围

绕它展开了细致的翻译 、注释和研究 。 11至于近现代 , 《人间词话》融铸

古今 ,经典地位无可置疑 ,李又安(Adele A.Rickett)《王国维的〈人间词

话〉:中国文学批评研究》 12除英译之外 ,书前且冠以长篇研究性导论 ,

详加申论;钱锺书是当代受到海外汉学界高度关注的学者 ,加州大学圣

巴巴拉分校的艾朗诺(Ronald Egan)精研宋代文学之余 ,以其艰辛努力

向英语学界贡献了《管锥编》的选译本。 13

中国文论在中国文学整体中地位的体现 ,不妨看宾夕法尼亚大学

梅维恒(Victor H.Mair)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古典文学选集》 ,
 14
该书是

最近 10年间出现的 3种重要的中国文学作品选之一 ,其中较多汇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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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论的译文 ,包括《诗大序》(S.Van Zoeren 译)、陆机《文赋》(方志

彤译)、萧统《文选序》(S.Bush等译)、严羽《沧浪诗话》(林理彰 Richard

J.Lynn译)、元好问《论诗绝句》(魏世德译)等;或许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

说 ,这部选集的例子表明 ,在西方的中国文学整体图景之中 ,中国文论

已占据了自己特有的位置 。

个别的译作既多 ,自然会形成以文论为主题的综合性的选译本 。

黄兆杰《中国早期文学批评》 15译注了自《毛诗序》以下 ,如《离骚序》 、

《典论论文》 、《与杨德祖书》 、《文赋》 、《文章流别论》 、《翰林论》 、《宋书》 、

《谢灵运传论》、《诗品序》 、《文心雕龙》之《神思》及《序志》两篇 、《与湘东

王书》 ,直到《文选序》的篇章 ,包括了中古之前许多重要的文论篇什 。

如果要说到最具整体性的工作 ,当数差不多 10年后哈佛大学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的《中国文学思想读本》 ,
 16
该书选译了从《尚书》 、《论

语》等早期经典中涉及文论的文字 ,中经《诗大序》 、《文赋》 、《文心雕

龙》 、《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等核心文本 ,直到清代《原诗》的文论作

品 ,每一段选文后都有逐次展开的评注 ,全书贯通整部中国文学理论的

历史 ,较之以往类型的著作 ,规模大而用力深 ,堪称西方学界中国文论

译介的代表性著作。 17

二 、 专 题 研 究

总体而言 ,西方对中国文论的研究 ,就涉及课题而言 ,不可谓平衡

周全 。但很早以来 ,陆续有论文探讨中国古典文论 ,包括若干出自著名

研究者的论作。比如海陶玮(James Hightower)的《〈文选〉与文类理

论》 ,  18侯思孟(Donald Holzman)的《中国三世纪早期的文学批评》 ,  19林

理彰(Richard Lynn)的《正统与悟:王士祯的诗歌理论及其先驱》 ,  20芮效

卫(David T.Roy)《张竹坡〈金瓶梅〉评点》
 21
等 ,这些论文 ,广涵古代近

世 ,兼涉雅俗文学 ,处理的都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非常重要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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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中国文学的研究 ,在英语学术界 , 20世纪 60年代之前 ,几乎难以

辨清持续的师弟传承 、专精的问题探讨和自觉的学术传统;此后 ,它才

逐渐成为重要而收获丰富的学术领域 。就中国文论方面而言 ,20世纪

70年代开始举办的一些以中国文学理论为主题的学术会议 ,对研究产

生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而随后出版的会议论文集 ,更清楚显示了学术界

对中国文论研究的进展。比如李又安编《中国的文学进路:从孔子到梁

启超》 ,  22收录的是 1970年中国文学理论学术会议的论文 ,包括侯思孟

《孔子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Confucius and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Criti-

cism)、王靖宇《脂砚斋评点与〈红楼梦〉》(The Chih-yen Chai Commentary

and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夏志清《新小说提倡者:严复与梁启

超》(Yen-Fu and Liang Ch' I-ch' ao as Advocates of New Fiction)等在各自的

论题上很有影响的论文;Susan Bush 和姜斐德(Christian Murck)合编的

《中国艺术理论》 23收录了 1979年会议的 16篇论文 ,其中不少是关于中

国文学理论的 ,如杜维明《孟子思想中人的观念:中国美学探索》(The

Idea of the Man in Mencian Thought:An Approach to Chinese Aesthetics)、余

宝琳《中国文论中的形式分辨》(Formal Distinction in Chinese Literary The-

ory)、孙康宜《中国六朝的抒情批评》(Chinese`Lyric Criticism' in the Six

Dynasties)、魏世德(J.T.Wixted)《〈诗品〉评论的特性》(The Nature of E-

valuation in Shih-p' in)、林理彰《明代诗论中自我实现的途径》(Alternate

Routes to Self-Realization in Ming Theories of Poetry)等。随着中国文论研

究的逐步深入 ,学术论文集的专题性益发突出 。比如缪文杰(Donald

C.Miao)编《中国诗歌与诗学研究》
 24
收录了叶嘉莹《钟嵘〈诗品〉诗歌评

论的理论 、标准和实践》(Theory ,Standards , and Practice of Criticizing Poetry

in Chung Hung' s Shih-p' in)、余宝琳《司空图〈诗品〉:诗歌形式的诗学》

(Ssu-k' ung T' u' s Shih P' in:Poetic Theory in Poetic Form)、林理彰《传统

与个人:明清的元诗观》(Tradition and Individual:Ming and Ch' ing Views

of Yuan Poetry)等涉及古典诗学的论文;而浦安迪(Andrew Plaks)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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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叙事:批评与理论文集》 ,  25则是叙述学领域的一项重要成果 ,其

中就包括上面提及的芮效卫的《张竹坡〈金瓶梅〉评点》 ,书中最后一篇

则是浦安迪本人的长篇理论性文字《中国叙事批评理论初论》(Towards

to A Critical Theory of Chinese Narrative)。 26晚近还出现了断代研究的专

题论集 ,如王靖宇主编《清代中国的文学批评》 ,
 27
包括了研讨这一时期

文论的10篇中英文论作 ,讨论的对象有叶燮 、王士祯 、赵执信 、方玉润 、

金圣叹 、梁启超和胡适等 。

中国文论的专题研究 ,就研究焦点而论 ,似乎基本还是集中在主要

的批评家 、经典文论著作乃至重要文论传统上 。

首先 ,如果说到主要批评家 ,比如早先 John Marney 的《梁简文帝》 28

中就有对萧绎文学观念的专题研究章节 ,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先进性 。

之后如王润华的《唐代诗人批评家司空图》 、
 29
周质平的《袁宏道与公安

派》 、 30David Palumbo Liu的《袭用的诗学:黄庭坚的文学理论与实践》、 31

艾朗诺的《苏轼生活中的辞 、象与事》 、 32施杰瑞(J.D.Schmidt)的《随园:

袁枚的生活 、文学批评和诗歌》 ,  33都有很多部分论述到文艺观念 。

其次 ,涉及到经典文论 ,虽然亦有不少论述《诗品》 、《沧浪诗话》等

的论文 ,但主要的关注当然还是在《文心雕龙》上。早先 Ferenc Tokei有

一部《中国三至六世纪的文类理论》 。 342001年 ,蔡宗齐编了《文心:〈文

心雕龙〉中的文化 、创造性与修辞》
 35
的会议论文集 ,

 36
其中包括了宇文

所安(《刘勰与话语机器》)、梅维恒(《〈文心雕龙〉中的佛教》)、林理彰

(《王弼与〈文心雕龙〉》)、浦安迪(《〈文心雕龙〉的骈文修辞》)、艾朗诺

(《重审〈神思〉篇》)、林顺夫(《刘勰论想象》)、孙康宜(《刘勰的“经典”

观》)、李惠仪(《“文心”和“雕龙”之间》)、蔡宗齐(《批评系统的构成:〈文

心雕龙〉及以往的文学观念》)等当今美国中国文学研究界极为活跃的

学者的论作。

再次 ,文论传统方面 ,《诗经》可能是中国古代最为人重视的经典 ,

围绕它形成的文学观念系统始终据有重要的地位 ,Stephen Van Zoeren

的《诗歌与人格:中国古代的读解 、注疏与诠释》 37是作者在哈佛大学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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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论文基础上形成的专著 ,讨论了从《毛诗序》经孔颖达《正义》到朱熹

“《诗》学”的进程 ,探析了这个传统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最重要的理论

观念。稍后 ,苏源熙(Haun Saussy)出版了他以自己耶鲁大学博士论文

为基础的《一个中国美学的问题》 ,  38在比较视野中讨论《诗经》的寓意

(allegory)问题 , 《诗序》以下的传统自然也是重点 。苏源熙试图重新建

构一个理解《诗经》的框架 ,因而其中有专门讨论《诗经》文本的部分 ,也

就是说这部著作结合了理论的观察和作品的讨论 。这种取向 ,在余宝

琳的《中国传统意象的读解》 39中已有鲜明体现 ,该书分章讨论了中国

诗歌从《诗经》、《楚辞》 、六朝 、唐代乃至唐之后的“意象”表现 ,这当然是

一个诗歌艺术表现的问题 ,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中国美学的问题 。

三 、 综 合 论 析

整体把握中国文学理论的历史和系统 ,在英语学术界的研究还不

够充分的情况下 ,是有相当难度的 ———或许在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方面 ,

因为时间短 ,虽然别具其特有的复杂性 ,但至少形式上较易把握 。 40

较多涉及中国文论内容的著述 ,比如倪豪士(William H.Nienhaus-

er)主编 、蔡涵墨(Charles Hartman)、马幼垣 、奚如谷(Stephen West)等协

编的《印第安那中国古典文学指南》 ,  41是一部在英语学界很有声誉的

重要学术工具书 ,其中包涵了不少涉及中国古代文论的条目 ,但鉴于其

书的性质 ,尚难称构成系统 。此书中 , Craig Fisk撰写了《中国文学批

评》(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一条目 ,这与林理彰为《普林斯顿诗歌与

诗学新百科全书》(The New Princeton Encyclopedia of Poetry and Poetics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撰写的《中国诗学》(Chinese Po-

etics)及 Stephen Van Zoeren 为《约翰霍普金斯文学理论与批评指南》

(The Johns Hopkins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 1994)撰写的《中

国理论与批评:古代诗歌理论》(Chinese Theory and Criticism:Pre-Mod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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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ies of Poetry),都是值得注意的总体性论述 ,但终究只能说是有限

的概说 。这里应该提出 ,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特意单

独列出了以文论为主题的《评论 、批评与诠释》(Commentary ,Criticism ,

and Interpretation)一编 ,包括了瑞典奥斯陆大学(University of Oslo)何莫

耶(Christoph Harbsmeier)撰写的《古代散文之修辞》、斯坦福大学苏源熙

撰写的《经典注疏学》 、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Dore J.Levy 撰写的

《文学理论与批评》 、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陆大伟撰写的

《古代小说评点》等章 ,其中《文学理论与批评》一章 ,是对中国古典文论

历史整体相对详细的描述 。 42

如果必须提出一部完整讨论中国文论的著作为例的话 ,或许还只

能是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 。 43刘若愚是具有强烈的一般文学理论

(litetary theory in general)信念的学者 ———这也是那一时代中许多学者

的共识———他以Meyer H.Abrams《镜与灯》(The Mirror and the Lamp:Ro-

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 ,1953)提出的世界 、作者 、文本 、读

者四个要素分析为纲要 ,拟构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各种形态系统 ,诸

如玄学论 、决定论 、表现论 、技法论 、实用论 ,将中国文论的相关论说作

了分属梳理。这种建构显然内含中西比较观察的立场 ,只是今天看来 ,

这种对照观察未必算得是对话式 、交流性的 ,倒更近似单面向的呈现 。

事过境迁 ,或许其长久的价值在对置身西方学术背景理解中国古代文

论具有特殊助益 ,而对揭示中国文论之特质则或有未便 、未尽之处。

最后 ,或许可以一提的是 ,西方学界有关中国文学理论完整的史

著 ,很可能首先出现在德国波恩(Bonn)大学顾彬(Wolfgang Kubin)教授

主持的十卷本德文《中国文学史》中 ,计划作为其中一卷的“美学与文学

理论史”目前正处在研撰过程之中 。 44

注:
　①　本文得到复旦大学“金穗”规划项目“近 50年英美学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支持。

　②　此处基本不涉及研究方法和观念的评价 ,因为这远不是有限的一篇文字可得析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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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之前 ,张彭春曾在 Dial杂志 1922年 9月号上发表《沧浪诗话》的《诗辩》和《诗法》两章 ,

据当时美国著名的批评家 J.E.Spingarn为此而撰写的序言(Foreword to Tsang-Lang Dis-

course on Poetry),张彭春是应他的要求译出此二章的;斯氏且将严羽的“别趣” 、“别材”

之说与现代克罗齐的直觉论相比较。参赵毅衡《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

诗》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3年 ,第 146页。

　④　E.Hughes, The Art of Letters :Lu Chi ' s Wen Fu A.D.203:A Translation and Comparative

Study , New York:Pantheon ,1951.译者修中诚长期在牛津任教 ,曾参与办理 1930年代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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