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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晃的方法论”
———比较文学美国学派方法论问题与系统论关系初探

宋旭红

[摘要]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崛起及其对法国学派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20世纪西方思想

学术主导性思维范式从实证主义向系统论转变的整体趋势。美国学派真正的方法论特色并非是缺乏

建构性内涵的平行研究,而毋宁是体现了系统思维特征的整体性研究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中心化原

则等。然而由于特定历史背景等因素影响,美国学派未能明确自身的方法论优势,反而对方法论问

题持较为轻视的态度,导致学科在理论化浪潮冲击下陷入自我认知的危机之中。
[关键词]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实证主义;系统论;整体性研究

20世纪中期美国学派对法国学派的批判和强势崛起是比较文学学科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以

1958年于美国召开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二届大会为标志性事件,勒内·韦勒克等美国学者猛烈

批评法国学派的理论与方法,对比较文学的当代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学派推动比较文学摆脱

欧洲中心主义桎梏、走向全球化发展,大大拓展了比较文学的学科疆域与理论视野,奠定了当代比

较文学学科的基本面貌。但是正如研究者指出的那样,美国学派的理论建设存在着明显不足,特别

是在方法论问题上较为轻忽薄弱,这在一定意义上导致比较文学学科至今无法解决 “方法论之根”
“不够明确和牢靠”的问题,被形象地称为 “摇晃的方法论”①,从而带来了该学科当代发展过程中

的一些困境。今天,在西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陷入相对停滞状态、而作为国际比较文学重要

力量的中国学界正在积极寻求理论突破之际,本文尝试从一个较为宏观的哲学方法论角度反思美国

学派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方面的问题,努力结合历史语境分析理解其种种主张与表现的深层原因,
以期为比较文学学科的当代建设与未来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启发。

一、法美之争:从实证主义到系统论

法美之争的标志性文献是韦勒克在教堂山会议上宣读的 《比较文学的危机》。该文强烈批评法

国学派使得当时的比较文学陷入到 “题材和方法的人为的划分,关于来源与影响的机械的概念,文

化民族主义的促进因素”三方面 “历时长久的危机”之中。② 这三种危机症状看似涉及多个不同层

—1—

①

②

作者:宋旭红,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songxuhong@muc.edu.cn。
* 本文系第二批国家级一流线下本科课程 “比较文学原理”(中央民族大学)阶段性成果。

参见刘耘华:《从 “比较”到 “超越比较”———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方法论问题的再探索》,载 《文学评论》,2021 (2)。本文大

致认同该文开篇处对20世纪中后期美国比较文学方法论问题的评判,并借用其中 “摇晃的方法论”一词为题以特指美国学派 “方
法论之根”不够明确和牢靠的种种问题。

勒内·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亨利·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功用》,载张隆溪编:《比较文学译文集》,22页,北

京大学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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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但韦勒克认为其主要根源在于法国学派 “把过时的方法强加于比较文学,使之受制于早已陈腐

的19世纪唯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和历史相对论”①,因为无论是梵·第根区分 “比较文学”和

“总体文学”、将前者缩小为两国文学间的 “外贸”关系,还是出于爱国动机将比较文学变成 “记文

化账的奇怪做法”,在某种程度上都是 “唯事实主义”影响研究方法呈现出的结果。在他后来提到

教堂山会议的文章中,韦勒克不止一次地声明:“我所争论的不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学派,而

是一种方法。”
 

②另一位当年参会的美国学派重要人物哈利·列文也说过,法美之争 “远不是法美

两国阵线的冲突,而是两代人之间的一个方法论问题———并且是一种成长的表现。”③ 这说明法美

之争的实质和关键性分歧就出在方法论问题上。
众所周知,法国学派的代表性研究方法是影响研究,其背后的方法论根基则是实证主义。作为

一种哲学方法论的实证主义诞生于19世纪30年代,由法国哲学家孔德创立,但其注重经验性与事

实性的特征渊源于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实验科学。19世纪自然科学的突破性成就以及帝国主义的

全球扩张给西方世界带来了更加繁荣的知识生产和学术研究,实证主义方法也被广泛运用于各个领

域,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哲学方法论可谓顺理成章。孔德本人身体力行,将物理学和生物学研究模式

引入对人类社会的观察与研究,创立了全新的社会学学科。这在很大程度上为19世纪60年代以后

达尔文 《物种起源》与生物进化论思想迅速引起人文社会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效仿开辟了道路,由此

产生出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一系列以 “比较”为名、运用实证方法进行跨界比较、强调历史性与科

学性的新学科。除此之外,文学艺术创作领域受实证主义的影响更为直接,在法国,写实主义画派

和自然主义文学风潮均在19世纪60—80年代风靡一时。但是到19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摄影

术的商业化运用日益普及,无论是以画笔还是以文字逼真再现现实的艺术理念都失去了先锋性存在

价值,创作领域的实证主义热潮遂宣告终结。不过在理论与研究方面,实证主义方法有更大的发展

空间。比较文学学科就是在实证主义已经从文学艺术领域退潮的时候开始大踏步朝向正规学科的方

向发展的,并且最终由法国学派将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影响研究方法系统化和理论化、成为该学科

的第一种主导性研究方法。克罗齐、狄尔泰等人在比较文学创立之初曾经强烈质疑该学科 “过时”
即缘于此。

当然,我们知道这些质疑并未阻止比较文学的发展,反而激发了早期法国学派构建理论体系的

热情。作为法国学派公认的理论家,梵·第根于1931年出版的 《比较文学论》一书足以说明影响

研究对于早期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性。然而假如我们把视野放大到比较文学之外,会看到在整个

20世纪前期,西方人文学界已经在普遍地讨伐实证主义了,形成了一种韦勒克称之为 “反抗实证

主义”的潮流。在 《近来欧洲文学研究中对实证主义的反抗》一文中,韦勒克以惊人的博学纵论当

时欧洲各国文坛反实证主义的思想潮流和代表人物,其中既有克罗齐、狄尔泰和C.S.刘易斯这样

坚守欧洲人文主义传统的名宿大家,也有以瑞恰兹、什克洛夫斯基和雅各布森等人为代表的新批评

派、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和结构主义等新锐力量。④
作为布拉格学派的曾经一员和新批评派的中坚力量,韦勒克应该是从这股潮流中汲取了思想养

分、埋下了日后批判法国学派的导火索。从这一角度来看,比较文学的法美之争其实是与更广大范

围内20世纪西方思想学术对实证主义的清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个 “更广大范围”事实上也

远远超出韦勒克所观察到的人文学界,因为人文学术领域的 “反抗实证主义”潮流在很大程度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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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内·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亨利·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功用》,载张隆溪编:《比较文学译文集》,28页,北

京大学出版社,1982。
于永昌主编:《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15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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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内·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2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工作论文

是20世纪西方思想主导性方法论范式从 “实证主义”向 “系统论”转换的一种表现。
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系统理论的第一位显赫鼻祖据说是提出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著名命题的

亚里士多德,但是直,20世纪,该理论才正式成为一门方法论学科并得以盛行。奥地利理论生物

学家贝塔朗菲是国际公认的系统理论重要创始人,他将生物学与行为科学的整体性研究方法上升为

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方法论,名之为 “一般系统论”(General
 

Systematic
 

Theory)。贝塔朗菲曾于

1945年发表德语论文提出一般系统论概念,但是由于当时欧洲的战争环境,此文并未受到关注。
20世纪50年代以后,贝塔朗菲旅居北美,陆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英文著作阐述一般系统论思

想,并与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一起创办了 “一般系统研究学会”(Society
 

for
 

General
 

Systems
 

Re-
search),从此掀起声势浩大的系统思想运动,对20世纪中后期的人文社会科学影响至深。作为一

种思维科学和方法论范式,系统论所针对和取代的就是实证主义,这一点贝塔朗菲在其著 《一般系

统论:基础,应用与发展》(1973年版)的 “修订版序言”中讲得非常清楚:系统认识论与 “逻辑

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认识论有很大的区别……”,后者作为 “经典科学的分析程序把分解了的基本

要素和单向的即线性的因果关系作为基本范畴”,但是到了当代,“生物科学、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

中产生的问题和思想模式,与物理主义和还原论背道而驰……”。① 所谓 “还原论”是指现代科学

致力于用低层级的基本原理来解释高层级复杂事物的方法论倾向,如用物理法则 (分子运动)解释

化学现象,或者把心理活动归因于生理机制等。这是实验科学的典型特征,但它无法真正帮助我们

完成对复杂事物的认识,于是 “不管怎样,我们被迫在一切知识领域中运用 ‘整体’或 ‘系统’概

念来处理复杂性问题。这意味着科学思维基本方向的转变”②。
关于这种 “基本方向的转变”,著名物理学家和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给出的更加广为人知

的概念是 “范式转换” (Paradigm
 

Shift),并且将转换的根本原因归于由科学的 “革命”带来的

“世界观的转变”③,即:由于20世纪初期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相继确立推翻了牛顿经典物理学世

界图景,人们发现 “原因和结果仅仅是表象,不确定性才是实在的本来面目”④。这意味着执着于

事实因果关系的实证主义方法失去了解释世界的效力,这才是它遭遇各种 “反抗”的根本原因。当

然,从科学革命的酝酿发生到世界观的转变和思维范式转换的完成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这个

过程看似与文学艺术领域相去甚远,但其实,人文学科所受到的影响、或者说所表现出的敏感度超

乎我们的想象。前述欧洲19世纪文学艺术受到实证主义思潮激荡的例子绝非偶然,科学史家也坦

承 “起初相对论在人文学科和艺术领域的反响要远大于其在物理上真正可检验的影响”⑤,这一点

可以在各种版本的爱因斯坦传记中得到证实。不过,思维范式的转换并不必然遵循从科学向人文社

会学科蔓延的规律,而是完全有可能在不同领域共时发生,比如对 “反抗实证主义”阵营诸形式主

义流派有重要影响的索绪尔语言学并不能算作是相对论的 “反响”,而是与后者几乎同时产生,这

意味着在20世纪上半叶,西方文学研究乃至整个人文学界其实是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同步参与

并促成了从实证主义到系统论的 “范式转换”。作为俄国形式主义和 “布拉格圈子”的主要创始人,
雅各布森下面这段话也许最能够反映出形式主义批评受惠于索绪尔、自觉以系统思维取代实证主义

的特征:“在共时研究领域,机械堆积材料的观念已经被一种系统或结构的概念所取代。在历时研

究领域也是如此……每一个共时性系统都有其过去和未来作为该系统不可分割的结构性要素……共

时与历时的对立就是系统观念与进化观念的对立……”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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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勒克在 《对实证主义的反抗》一文最后以下面这段话概括了欧洲诸国当时出现的文学研究新

趋向:“他们一方面反映出了对综合研究、对大胆的思考、对深入的哲学探索的新的愿望;另一方

面还反映出了从总体性和整体性上越来越贴切细致的分析文学作品的新的意愿。”① 应该说这段总

结表明其时西方文学研究界用以取代实证主义的新的方法论倾向正是系统理论,因为贝塔朗菲给系

统论下过的一个最简洁的定义就是:“一般系统论是对 ‘整体’和 ‘整体性’的科学探索。”② 所谓

“综合”“总体性”和 “整体性”研究正是系统论最基本的特征。就比较文学而言,尽管得益于 “跨
界比较”的学科定位以及与文学史的绑定关系等,法国学派在 “反抗实证主义”大潮中成功确立并

坚守了影响研究的地位,但是各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并非都奉行这一方法,而是存在很多如雷马克所

指出的那样在理论上推崇影响研究、但在研究实践中却注重综合性研究的情况③,并且即使是在法

国学派内部也有着像艾田伯这样的 “反叛分子”。20世纪40年代后期,正值美国比较文学在战后

迅速崛起之时,英美新批评派如日中天,法国结构主义峥嵘初显。在这些奉行系统思维的新潮批评

理论面前④,卡雷和基亚等人极力维护影响研究的理论主张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法美两派的分歧

也越来越明显,直至最终爆发论争。

二、美国学派方法论:整体性研究与中心化原则

人们一般认为美国学派在批评影响研究之余,提出了 “平行研究”作为替代性方案,并以之为美

国学派的方法论特色。然而如果我们认真检视韦勒克、亨利·雷马克、哈利·列文、韦斯坦因 (等早

期美国学派代表性学者的相关文章,则会发现平行研究并不足以成为取代影响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因

为这个词更多的时候是作为影响研究的对立面出现的,学者们着意强调的核心内涵似乎就是 “非影

响”,就像雷马克所说的那样:“强调的重点在于 ‘比较’。它可能显示某种关联性,但这种关联性可

能与作家A在写作品C时是否认识外国作家B毫无关系。”⑤ 并且该词在美国学派创立时期也不是一

个具有广泛共识的固定概念,不同的学者会使用一些近似的术语来表达,比如 “类比研究”等。因

此,平行研究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具有明确建构性内涵的术语,它否定了按照事实联系来确定比较文

学研究对象、并运用实证方法的影响研究,但对于如何进行平行研究却未能给出切实明晰的新路径。
根据前文分析,“反抗实证主义”所依凭的乃是新兴的系统科学思维。美国学派崛起之时也正

是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在美国生根发芽快速成长时期,那么,他们批评影响研究、提出 “非影

响”的新方法论原则是否也是因应时势之举呢? 本文细察法美之争时期美国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方

法论主张,认为他们真正反复强调的、足以取代影响研究的首要方法论原则并非平行研究,而是最

能体现系统思维特征的 “整体性研究”。韦勒克不仅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觉察出欧洲文学研

究在向综合性、整体性转向,并且高度认同这种转向,到写作 《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时更是无比

坚定地宣称:“在我看来,唯一正确的概念是一个断然 ‘整体论’的概念,它视艺术品为一个多样

统一的整体,一个符号结构,但却是一个有含义和价值,并且需要用意义和价值去充实的结构”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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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勒内·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26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修订版序言”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
勒内·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亨利·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功用》,载张隆溪编:《比较文学译文集》,31页,北

京大学出版社,1982。
近年来有西方学者认为系统方法在文学研究中的运用可以追溯至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文学社会学。对此笔者深以为然。参

见Steven
 

Totosy
 

de
 

Zepetnek.“Systems
 

Theories
 

and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e”.Comparative
 

Literature,
 

2015,
 

67(1):
 

1.
亨利·雷马克:《比较文学的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载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编: 《比较文学研究资料》,71

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勒内·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亨利·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功用》,载张隆溪编:《比较文学译文集》,7页,北

京大学出版社,1982。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工作论文

雷马克也认为,不管比较文学在理论方面有多少分歧,“关于它的任务却总是意见一致的:使学者、
教师、学生以及广大读者能更好、更全面地把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而不是看成某部分或彼此

孤立的几部分文学”①。哈利·列文则赞赏艾田伯的世界主义主张,认为比较文学若不能将世界各

国文学纳入比较视野 “就不能算是完全实现自己的潜能或目标”②。如果说以实证主义为据的影响

研究是一种线性思维,关注从一点到另一点的直接因果联系,那么整体性研究则意味着一种立体性

的思维方式,它要求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选取和对其意义与价值的研判都必须以整体性的文学系统

及其特征为参照。但是,关于此 “整体”或文学 “系统”到底为何,学者们却各自有不同理解,可

以指一部作品,也可以指一国文学或世界文学等。
与整体性研究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方法论原则是 “中心化”原则。作为系统理论的早期形态,一

般系统论 (GST)所讨论的系统是有着内部清晰结构、并不断与环境产生能量或信息交换的开放

性系统。这种系统的演化遵循 “渐进中心化”原理,即在系统众多要素中会产生出一个起主导作用

的要素,成为系统的中心。系统整体特征及其各要素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中心,人体的

大脑、原子中的原子核、太阳系中的太阳等,莫不如是。因此,“中心/边缘”认知模式也是系统思

维的典型特征之一,是对系统整体性研究的进一步展开。类似的思维特征我们在美国学派的理论主

张中时常可见,比如亨利·雷马克在总结教堂山会议法美之争时郑重指出:“美国比较学派的实质

性主张在于:使文学研究得以合理存在的主要依据是文学作品,所有的研究都必须导致对那个作品

的更好的理解……到目前为止比较文学领域所时兴的许多研究所探讨的都是文学的那些边缘问题,
它们不是越来越接近文学艺术品,而是越来越背离它”③。不过,由于每位理论家对文学系统的理

解不同,他们所认定的比较文学研究之 “中心”要素亦不相同。雷马克所要求的以作品为中心看似

与其他美国学派学者一致,但综观他的理论主张,他心目中最大的系统应该是包含文学系统在内的

“人类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这是他主张 “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前提。在这个大系统中,他所强调

的作品中心地位是相对于影响研究过份沉迷于历史考据而言的;与之相比,韦勒克当然也是作品中

心论者,但他较多受到波兰现象学美学家罗曼·英伽登的影响,“把一件艺术品看作一个层次的系

统,这个系统包括了从语音模式直到整个作品的形而上学性质”④,也就是说把每一部作品看作是

一个系统,则其中心要素就不再是 “作品”,而是 “文学性”,他视之为 “文学艺术的本质”和 “美
学中心问题”。⑤还有的学者未必明确宣示过自己的文学系统观,但从其理论主张或研究实践中我们

也不难看出,比如韦斯坦因提倡体裁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该领域可以实现文学史与文学理论、文

学批评的融合,这说明他所期冀的文学整体是三种研究传统的统一、而非孤立强调任何一方,而体

裁在其中就可以起到中心要素的作用。
 

刘耘华在讨论平行研究的困境时曾指出区分 “方法”与 “方法论”的重要性⑥,本文深以为

然。如果说 “方法论”是基于对某一学科的本体论认识而形成的关于研究方法的整体规划,而作为

具体研究手段、工具、途径或视角的 “方法”则是方法论的具象化、语境化和实操化。不过在笔者

看来,在方法论的背后往往还有更为根基性的、基于特定时代世界观的哲学认识论或思维科学。比

较文学自诞生就因 “比较”二字的方法性内涵而被嘲讽为 “没有独特的方法论”,但事实上这个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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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⑥

⑤ 勒内·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亨利·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功用》,载张隆溪编:《比较文学译文集》,30、4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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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雷马克:《比较文学的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载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编: 《比较文学研究资料》,70

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勒内·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25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刘耘华:《从 “比较”到 “超越比较”———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方法论问题的再探索》,载 《文学评论》,2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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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本身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现代学科体制基本是以特定研究对象为依据来划分学科界限的,鲜少有

学科敢于宣称自己拥有独一无二的方法论,其原因正在于方法论问题涉及人类基本的思维运作方向

与运作机制,具有极大的普遍性。有当代系统理论家把系统论称之为 “可以谈论其他学科”的 “元
学科”就是这个道理。① 不过反过来说,任何一种普遍性的哲学方法论原则或思维方式在进入某一

具体学科或研究领域之后势必会与特定研究对象或研究目的相结合,从而催生出更具可操作性的方

法论体系或路径,但这个过程往往需要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和相应的理论建构方能明确。比较文学相

比于其他文学研究领域的独特性在于:它的 “跨界”属性既是对研究对象的界定,又有着强烈的方

法论诉求,因此该学科理应最为重视方法论建设。然而正如学者们抱怨的那样,美国学派在法美之

争中并未真正着力于方法论问题,而是靠不断扩展研究对象的范围来支撑学科发展,从20世纪六

七十年代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支持比较文学全球化发展直到本世纪以来对 “世界文学”的热议概莫

如是。
如果我们以 “方法—方法论—方法论哲学或思维科学”这样的三层结构来观察美国学派的方法

论问题,则不难发现:由于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是实证主义哲学在比较文学学科的具体表现,因此

尽管有诸多弊端,它仍然不失为一种 “可靠”的方法论。这或许也是它能够在 “反抗实证主义”的

大环境下取得局部成功的重要原因。相反,美国学派提出 “平行研究”却既未能给出具体的实操性

路径,又未能明确其哲学根基何在,这就使得该概念更像是为论战服务的权宜之计,因而才被视为

“摇晃的方法论”而备受诟病。本文通过上述分析认为,从更大的思想语境来看,比较文学法美之

争处于西方思想学术主导性方法论范式从实证主义向系统论转换的历史潮流之中,美国学派诸贤在

反对法国学派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系统思维模式,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对 “整体性研究”
和文学系统 “中心”要素的强调。换言之,美国学派的方法论其实也是有着坚实的哲学方法论根基

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美国学派主将们明明已经意识到了法美之争的关键与实质在方法问题,但

是在20世纪50至70年代的论争期乃至整个20世纪后半叶,美国比较文学始终未能将清晰完整地

阐明自己的方法论作为学科建设的主要目标,导致比较文学学科逐渐被来势凶猛的后现代主义理论

化浪潮裹挟,深陷于 “学科之死”的危机之中。那么,美国学派为何明明受到系统思维影响、却没

有像当年法国学派那样明确依托于正当其时的系统理论建构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呢?

三、美国学派避谈系统论的原因及其后果

无论是当年美国学派诸贤阐述理论纲领的文章,还是其后学界对美国学派的研究,至今都鲜少

有人指出该学派与系统论的关系。这一事实多少有些令人费解。美国是一般系统论的大本营,该理

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又素有 “人文主义系统理论之父”的美誉,是20世纪中叶所有系统理论家中

最为重视人文价值的一位。② 他在北美渡过的二十余年学术生涯中与人文社会科学界也有着广泛的

接触,甚至他本人和韦勒克还是维也纳同乡。但是他似乎始终没有得到美国文学圈的青睐。不仅如

此,在美国学派强势崛起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比较文学学者其实已经明确提出过借用当时

已广泛渗透到社会科学领域的系统论方法来改造法国学派的一整套理论方案,比如斯洛伐克比较文

学家杜里申提出 “文学间系统理论”(theory
 

of
 

interliterary
 

system)。该理论认为文学影响关系发

生在两个民族文学系统之间,会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不应只强调源文本的权威性;同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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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彼得·切克兰德:《系统思想,系统实践》,5页,人民出版社,2018。
一般而言,贝塔朗菲系统论的人文主义倾向植根于他早年对青少年行为科学的研究。对人的成长过程的深入研究促使他强烈

反对彼时生物学中 “将生命体看作为机器,通过技术来控制现代世界的倾向”。他为此创建一般系统论,目的就是要通过有机论和

反还原论的方法,确立富有 “责任感、自由意志和人类价值”的 “人类新形象”。参见马克·戴维森: 《隐匿中的奇才:路德维

希·冯·贝塔朗菲传》,19页,东方出版中心,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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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借用前苏联比较文学的 “类型相似”理论,完全可以去研究没有影响关系的不同民族文学

等。① 杜里申因此被欧洲学者评价为 “为文学关系 (研究)提供了系统类型学”新范式的第一

人。② 但是直至21世纪初,一向活跃的美国学界也很少有人介绍或回应杜里申的理论。
美国比较文学之所以对系统理论视而不见、或只用不谈,除了他们对方法论问题的重视不足以

外,或许还有如下原因:首先,特定时代国际环境的影响。一方面,尽管贝塔朗菲创立一般系统论

的理论动机之一就是深刻反思纳粹的形成是否与科学实证主义把人性还原为机器的错误导向有关,
但他是战后才来到北美的,因而生前遭遇过不少偏见与不公,与战前即已在美国站稳脚跟的韦勒克

不可同日而语。③ 如此看来,以后者为代表的比较文学界不公开谈论系统论思想是可以理解的。另

一方面,来自东欧的杜里申的理论又带有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模式的印迹,自然也不易被冷战时期的

美国学界接受。④ 关于这一点,熟悉比较文学史的人们可以从苏联学者聂乌帕克耶娃1960年的报

告 《美国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及其与反动社会学与反动美学的联系》、以及五年后韦勒克在 《今日之

比较文学》一文中对前者的愤怒回应窥见当时的情景。其次,关于科学方法与人文价值彼此对立的

某种成见。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在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与社会学家卢曼二人之间的有关社会系

统理论的著名论争在很大程度上充分证明并展示了这种对立。⑤ 在此之前,以韦勒克等人为代表的

“新批评”派极力主张高扬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以对抗实证研究的历史主义和科学主义倾向,在某

种程度上也造成了科学与审美不能兼容的固定认知。在此情况下,很难想象美国学派会积极借助携

带科学基因的系统理论来构建自己的方法论体系。
再者,系统论虽自诞生以来深受社会科学的欢迎,但其本身的某些特点也的确使得它不大容易

被具有强大而悠久的学术传统的文学学科拥抱接纳,比如彼得·切克兰德所总结的以下两点:其

一,系统论是唯一要求 “把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集合视为一个整体的学科”⑥。换言之,其他的

研究方法只提供方法论支持,并不要求改变对研究对象固有属性的认知;但是系统思维的首要秘诀

却是要把任何研究对象都视为一个 “系统”。这对于习惯了以研究对象为划界依据的现代知识体系

而言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尤其是在面对 “文学”这样古老、独特、并拥有丰富知识传统的研究对象

时,学者们未必能做到时刻明确地把某部作品或某一层级的文学现象视为 “系统”、并严格运用科

学的系统方法对之进行分析研究 (尽管有时候他们会不自觉地那样去做);其二,“系统方法虽然提

供了处理问题的方法观念,却并没有向大多数人提供较多有关这种方法的思想内容。”⑦ 这是因为

系统理论作为一种 “元学科”,是高度抽象的思维范式,而不是具体的可操作手段。这意味着文学

研究者们可能在具体批评实践或理论阐述中运用某些符合系统思维特征的方法、甚至提出一些具有

系统论色彩的理论观点,但是当研究的焦点始终集中于作品及其审美价值时,方法本身的特征与来

源很容易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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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曾与贝塔朗菲一起创建 “一般系统研究学会”、并在其身后受托为其作传的美国学者马克·戴维森回忆,贝塔朗菲在20世

纪50年代的美国曾屡次因战时身处故乡维也纳而遭遇签证、求职被拒的情况。参见马克·戴维森:《隐匿中的奇才:路德维希·
冯·贝塔朗菲传》,45、48、57、84 94页,东方出版中心,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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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曼与哈贝马斯的论战始于1968年,相关文章于1971年结集为 《社会的理论与社会技术———系统研究提供了什么?》出版,

是为彼时蓬勃兴起的系统理论在哲学社会学科领域引发的一场激烈的思想交锋。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继承者,哈贝马斯对卢曼社

会系统理论最主要的批评即在于后者旨在描述当代社会的复杂性,却取消了主体性哲学的批判维度。参见于尔根·哈贝马斯:《论
卢曼的系统理论对主体哲学遗产的接受》,载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译林出版社,2011。

彼得·切克兰德:《系统思想,系统实践》,5、5页,人民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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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美国学派尽管顺应思维方式转换的时代潮流,提出并践行了一些明显带有系统思维

特征的方法论主张,却囿于特定历史环境或某些固有成见的影响而未能对其展开清晰有力的建构,
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比较文学学科无力应对在20世纪70年代法美论争终结之后迎面袭来的后现代

主义理论化大潮,从而很快深陷于自我认知的 “危机”当中。
根据伯恩海默和苏珊·巴斯奈特等人的回顾与分析,“比较文学在70年代越来越明显地成为文

学理论研究的舞台”,这一现象对当时比较文学的基本价值构成了威胁。① 这说明美国学派自教堂

山会议以来所倡导的比较文学学科方向在短短十余年之后就陷入了新的困境。在美国,理论化始于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解构主义的兴起。1965年韦勒克在 《今日之比较文学》一文中再次强调文学

研究的使命应该是 “理解、阐释和传播文学”,并欣喜地宣称彼时文学研究者已经 “积累了一些新

的工具”,这些工具不仅包括用以 “分析和声、韵律、措辞、风格”等等作品内容和形式特征的,
还包括从 “心理学、哲学、社会学和很多其他学科”学到的 “新发现”。② 可见美国学派最初是把

各种新兴理论当作文本分析的工具加以欢迎的。彼时法美之争已近尾声,论争的获胜方美国学派醉

心于 “内部研究”,因而作为一种 “去神秘化”的修辞研究技术的解构主义对他们深具吸引力。但

是由于比较文学的关注点始终在文学性方面,无暇跳出文学圈子,对这些新工具背后汹涌而至的思

想变局不甚深究。更有甚者,即使是这种对新工具的兴趣在学派内部也会受到批评,比如欧文·艾

德礼于1969年发表的 《比较文学:问题与方法》一文中宣称:“方法不如问题重要”③,因为问题

即文学自身才是可靠的既定之物,而方法 “充其量是含混不清的。”④到1975年,《格林报告》宣称

当时美国比较文学有两大目标:一是支持一种 “新的国际主义”,即 “以更宽阔的视野看到作家和

作品,在全欧洲范围内把握历史运动,在更大语境之内追索母题、主题和类型,以及对文类和模式

做更宽泛的理解”;二是 “以世界主义的优势视角来澄清文学批评的重大理论问题”
 

。⑤这两大目标

突出地体现了美国学派重视 “整体性研究”的特征,如果能够引进当时蓬勃兴起的系统理论来建构

适宜的方法论体系,应能达事半功倍之效,然而由于在方法论问题上的傲慢与偏见,美国学派任由

各种新兴批评方法不断涌入比较文学领域而未加整合,导致理论化危机愈演愈烈,直至新一代学者

对该学科发出 “死亡警告”。
斯皮瓦克———这位成长于美国学派黄金时期的印度裔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后来成为享誉全球的

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可以说是 “理论化危机”的亲历者甚至制造者。她在 《一门学科之死》中谈到

的20世纪90年代纽约市立大学的例子透露出她自身理论转变的关键性历史契机及其某种必然性:
由于美国自1965年通过 《移民法案》后新移民人口倍增,众多来自劳工阶层的新移民学生需要先

补习英语。面对这样的学生主体,传统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所主张的那种以高雅英语为母语基础的

文本细读法表现出某种 “制度上的无能”。但是与此同时,斯皮瓦克发现这些新移民 “为了社会生

存与变迁的需要不断地发挥想象”,并且他们的想象 “被一种 ‘双重困境’,即两种帝国主义的极端

所贯穿”,因而是极为生动和强烈的。斯皮瓦克敏锐地意识到应该把它 “作为一个比较的焦点”,因

为在当时,“一种正在经历商品化的英语文化”“已经使人文学科变得黯淡无光了”
 

。⑥ 其实倘若以

系统论思想方法来观察这场危机,所谓的危机感或许会荡然无存,因为系统理论的精髓在于它不专

注于系统中的任何一个要素,而是要观察和研究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给系统带来的整体性效果。
从以上叙述中可以看出,斯皮瓦克的理论立场从文本细读的 “内部研究”转向后殖民主义 “外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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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⑥

④⑤ 查尔斯·伯恩海默:《多元文化时代的比较文学》,45、4 6、3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于永昌主编:《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16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于永昌主编:《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17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加亚特里·斯皮瓦克:《一门学科之死》,13 1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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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这个变化首先是她观察到文学系统中 “读者”要素的身份变化引起的,而造成读者身份变化

的又是文学之外更大系统中的其他因素如政治、历史等。对于固守作品中心论者而言,这种转变自

然是一场颠覆性危机,但是对于如艾布拉姆斯所言由 “世界—作家—作品—读者”诸要素共同构成

的更大文学系统而言,这只是系统中心要素在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下发生了迁移而已,而这种迁移

恰好也可以借用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 “新系统论”———即 “耗散结构理论”———的思维模型来加

以解释。①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再次验证了比较文学学科与系统理论的适配性。
除此之外,斯皮瓦克的例子同时也说明,尽管在法美之争时期美国学派的领航者们或对方

法论表现钝感、或未能冲破偏见去建立起一种包含 “方法—方法论原则—方法论哲学或思维科

学”三个层次的完整方法论体系,但比较文学学科自诞生起就已奠定的开放跨界属性使得学科

中的新锐力量始终对外部世界的新变化保持着高度的敏感,并展现出方法论创新的巨大活力。
这种活力最终势不可挡地冲破了美国学派自制的藩篱,将比较文学带入了下一个 “方法比问题

更重要”的时代。②

四、结语

进入21世纪以来, “世界文学”话题引发热议,成为国际比较文学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
在其中,系统思维在近半个世纪以来比较文学甚至西方人文学科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也终于浮出

水面。美国学者艾米丽·阿普特认为,系统理论是西方战后 “人文学科大理论”的组成部分,
对诸多作家、批评家和理论家产生过重大影响;写作 《文学的世界共和国》的法国批评家帕斯

卡尔·卡萨诺瓦和意大利裔美国学者弗朗哥·莫莱蒂都是系统理论的受益者,特别是后者 “在
研究中使用 ‘生态系统’这类术语描述其研究对象,在某种程度上公开承认了文学研究与自然

科学领域的系统理论和社会科学的世界体系理论之间的紧密联系。”③ 尽管阿普特本人对于在比

较文学/世界文学论域中出现的系统方法仍然心存疑虑,但无论如何,她的研究总算开启了美国比

较文学正视系统论的历史。
作为当代国际比较文学界的重要力量,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积极参与、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开始

主导比较文学的全球发展、包括关于 “世界文学”的讨论,身处理论前沿的学者们开始越来越多地

认识到方法论问题对于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性并积极开展理论创新④,同时也有些研究者已经注意

到系统理论与比较文学的关系。不过到目前为止,比较文学学科关于方法论的研究、特别是关于系

统论和新系统论在自身领域的运用与作用仍然是认识不足的。本文认为随着对方法论问题的深入研

究,我们对于比较文学的学科属性及其特征会有更清晰的认识,并有望找到处理系统思维方法与人

文价值表达之间关系的正确途径,进而对现今比较文学的发展趋势及其前景做出更加准确的阐释与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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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耗散结构理论 (Dissipative
 

Structure
 

Theory)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与协同论和突变论一起被称为系统论的 “新三论”,是

系统理论发展到新阶段的产物。耗散结构理论主要创立者普里戈金凭该理论获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此后该理论被广泛运用于对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具有自组织特征系统的观察与研究之中。根据这一理论,文学研究从 “内部研究”向 “外部研究”的转变

及其理论化浪潮可以看作是文学系统由于外部环境不断输入新的信息而走向 “熵增”(即无序化程度增高的)状态、进而引发整体

性变革的过程。
查尔斯·伯恩海默:《多元文化时代的比较文学》,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艾米丽·阿普特:《文学的世界体系》,载大卫·达姆罗什、刘洪涛、尹星主编:《世界文学理论读本》,144页,北京大学出

版社,2013。
 

参见乐黛云:《跨文化方法论初探》,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王宁:《作为问题导向的世界文学概念》,载 《外国文学

研究》,2018(5);杨慧林、吴剑:《比较文学研究的问题域与方法论》,载 《国际比较文学》,2019(2);曹顺庆、王超:《“间距/
之间”理论与比较文学变异学》,载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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