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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性的深入一方面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另一方面也导致中国当代文学的困境生存。

这种困境主要体现文学话语的失语所导致的认同危机。在这种语境下,文学中强调认同话语的建构意识也日益强

化。文学认同话语的建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文化寻根、文学怀旧和话语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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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 ( ident ity, 又译为身份 )是当代学术界使用

频率非常高的词汇,其内涵相当丰富。认同是对身

份的确认,是对自我的一种肯定,是对自我身份的寻

找和确认。认同的过程, 就是人们通过他人或社会

确认自我身份的过程,也就是在自我之外寻找自我、

反观自我的过程。在西方哲学中, 对认同理论的探

讨最早是从精神分析学派开始的。弗洛伊德在其著

作中提出 �同一化 � ( Identification )概念, 强调在拉

近距离与疏远距离的矛盾中保持与 �他者 �的关系。
拉康则认为,主体是在镜像阶段把自我与 �他者 �区

分开来,从而使自我获得一种自我确证的完整性。

在拉康看来,自我的认同过程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

面是在镜像中获得了对自我的 �所思�,而另一个方

面则是在语言的形成中使得自主性得以塑造, �我

在语言当中认同了自己�。[ 1]
拉康在这里已注意到

个体在想象层面上的认同现象, 即对于一个 �理想

自我�或 �完善自我 �的设定, 虽然这个理想的自我

只是个体在想象层面展开, 缺乏现实的实在依据。

从弗洛伊德到拉康,认同理论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

总体来说,精神分析学派的认同理论更多是局限于

对个体的自我意识的挖掘, 他们过分注重从精神的

内在主体意识层面区分自我与他者, 因而缺乏一种

文化与社会的语境或视域。

随着 20世纪 8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的兴起,传

统的局限于主体性的认同理论慢慢融入到文化与社

会的语境之中,并获得了丰富的阐释空间与阐释向

度。台湾学者廖炳惠在其所撰写的 关键词 200!中

这样定义这一术语: � ∀认同 #这个字眼在 90年代

后, 成为跨学科国际研究的重要课题。但实际上,

∀认同 #并不是一个极为晚出且新兴后起的概念, 在

哲学的研究范畴中,从柏拉图到海德格尔等人,均将

∀同一 # ( ident ity)和 ∀差异 # ( difference)相互对照。

直到 60年代后, 因为多元文化的身份开始备受关

注, 且政治、文化和公民权也时常因为身份认同的差

异而出现各种不同的组合, 人们开始发现身份与

∀认同 #之间,存在着不固定性与复杂交混的多元性

格, 因此, ∀认同 #才从早期哲学与人类学固定单一

想象,慢慢转移到对社会、性别、国家与文化属性认

同的探讨。� [ 2]
而阎嘉则认为: �在当代文化研究中,

identity这个词语具有两种基本含义: 一是指某个个

体或群体据以确认自己在特定社会里之地位的某些

明确的、具有显著特征的依据或尺度,如性别、阶级、

种族等等,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可以用 ∀身份 #这个
词来表示。∃∃在另一方面, 当某个个体或群体试

图追寻、确认自己在文化上的 ∀身份 #时, iden tity可

以叫做 ∀认同 #。� [ 3 - 4]
不难看出,在人类学、心理学

和文化研究中,认同具有不同的意义指向,而其中尤

其突出的则是 �认同�和 �身份 �两种指向。而这两

种含义是密切相关的,它们是基于 �同一性 �而产生
的家族相似 (维特根斯坦语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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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现代性的展开中, 认同理论不再局限于

传统的精神学领域, 而是延伸到了现代生活和文化

的各个层面。在现代性的语境下, 现代认同理论发

生了转向,即认同理论由传统的心理层面转向更为

广泛的社会文化层面。这主要表现在力图从哲学、

社会学、文化等维度来解读认同理论。也就是说,对

认同理论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主体性的自我当中,而

更注重于将自我与社会及文化联系起来, 并强调在

文化与社会的语境中加强与 �他者 �的交流, 在与

�他者�的交流中获得一种认同感。

一 现代性与认同危机

滕尼斯在 共同体与社会 !中将前现代社会称

为 �共同体 �, 即乡村的世界, 它是个体之间联系紧

密的社会,而 �社会�, 即都市的世界, 是指分裂了的

现代性社会。 �共同体 �的观念使人有强烈的归属

感、邻近感和总体感, 而 �社会 �则意味着碎裂、异化

和距离。滕尼斯认为现代 �社会 �的出现导致了共

同体的衰亡,因而使个体之间的距离被突显。滕尼

斯的话意在表明:在前现代时期,个体是与某一个社

会阶层、某一个封建联盟或者某一个行会组织绑缚

在一起的。而现代 �社会 �摧毁了传统社会中的这
种单一性, 导致个体与周遭事物的分离: �社会�一

方面使个性得以自立生存, 并给予其无可比拟的肉

体与精神的活动自由;而另一方面, �社会 �又赋予

生活的实际内容至高无上的客观性。正是现代社会

的这种离散性,迫使主体极需突破个体与个体之间

的距离, 实现传统社会 �共同体 �的回归。由此可

见,现代性的延展所带来的文化冲撞及文化危机意

识是相当复杂和深刻的。对此,莱瑞恩指出: �只在

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存在着冲突和不对称, 文化身份

的问题就会出现。在相对孤立、繁荣和稳定的环境

里,通常不会产生文化身份问题。身份要成为问题,

需要有个动荡和危机的时期,既有的方式受到威胁。

这种动荡和危机的产生源于其他文化的形成, 或与

其他文化有关时,更是如此。� [ 4] 194 - 195
莱瑞恩的论述

很具启发性,顺着莱瑞恩的思路, 笔者以为, 在现代

性视域下,中国当代文学在与世界文学接轨的同时,

也面临着新的困境, 这种困境主要体现文学话语的

�失语�所导致的文化认同危机。

文化危机延伸到文学领域, 主要表现为中国文

学面临西方文化冲击而缺乏自我的话语权。中国文

学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中常常处于一种弱势地位,进

而丧失了自我的声音。有学者认为, 中国文学在世

界文学语境中实际上处于一种 �失语�状态: 中国现

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 长

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 �失语 �状态。长期

以来,我们根本没有具有自我特色的文学话语系统,

似乎一旦离开了西方文学或文论话语,我们就几乎

没有办法说话,就成为了一个学术上的失语者, �想

想吧,怎么能指望一个∀哑巴 #在学术殿堂里高谈阔

论! 怎么能指望一个患了严重学术 ∀失语症 #的学
术群体在世界文坛说出自己的主张, 发出自己的声

音! 一个没有自己学术话语的民族, 怎么能在这个

世界文论风起云涌的时代,独树一帜,创造自己的有

影响的文论体系, 怎么能在这各种主张和主义之争

中争妍斗丽! � [ 5]
质疑表明, 当代文学面临着严重的

话语缺失症,其根本点就在于我们的学者们跟在西

方人的后面依样画葫芦, 结果反丢失了自己文化上

的 �根�。这种 �根�的缺失,在最根本的层面上就是

身份认同意识的缺失。正如此,面对话语权的缺失,

不少学者就纷纷提出,中国文学应当重新找到属于

自己的声音。

认同危机的另一种表征则是文化的拼盘杂烩和

多元混杂化。混杂化是不同的文化要素交错混合的

状态,意指既非本土, 又非他者, 而是本土与他者融

合相混的一种文化形态。对此, 弗里德曼指出: �文
化彼此流动并混合起来。时尚通过移民、媒体传播

等方式所形成的文化的运动越多,那么,混杂便越普

遍, 直到我们拥有一个混杂的世界,从文化角度看,

它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是一致的。这种情况所以会发

生, 是因为文化的本质就在于彼此流动,它们源自各

自分离的源头,但却产生了混合, 不过仍保持其本原

的种种特性。� [ 3- 4]
全球化的日益扩展与现代性的日

益深入,文化的混杂性也就越明显。传统文化的本

土性与原生性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与挑战, 取而代

之的是越来越多的外来文化在本土文化中的生根。

在现代性的语境中,文化的混杂性虽然是一个不争

的事实,但这种异质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势必会

导致原有的本土文化认同危机的生成。

深入分析下去,笔者以为,当代文学认同话语意

识的缺失,其深刻历史根源就是中国当下现代性和

现代化的发展及其危机的呈现。反观中国现代性的

发展,有一个趋势似乎是明确的, 那就是中国文学已

不可阻挡地转向市场经济的轨道, 随之而来的是市

场性和消费性的文学。基于消费社会及其相应的消

费文学要出现,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在这种新的文学

视域中,作家与理论家们将扮演如何角色? 消费社

会似乎已将传统的处于神坛之上的艺术家抛到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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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故纸堆中,而作家与理论家们面对大众,似乎也

再也无法认清自我在消费浪潮中的角色及其定位。

无疑, 角色的迷失是社会与文化的历史激变所必然

产生的文化认同危机感。毕竟,历史出现了非连续

性,断裂的历史意识使文化呈现出裂缝,而这种历史

意识的断层的一个深刻结果就是不确定性和无限可

能性的现实生存。而这种现实状况, 很容易使个体

在悬浮的无根现实中无所适从。

历史意识断裂中的 �角色迷失 �, 用科学哲学家

库恩的理论来分析,则是一种 �范式 �的缺失。在库

恩眼中,一个社会的运作基于一些共同体的运作,而

共同体之所以能发生作用, 则有赖于这个共同体所

共有的学科规范,而这种科学规范就是 �范式 � ( par�
ad igm )。在 科学革命的结构 !一书中, 库恩写道:

�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同一个科学专业领域中的工作

者组成 �, �一个范式就是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

的东西,而反过来,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共有一个范式

的人组成。� [ 6]
库恩认为, 在这种共同体当中, 成员

之间的交流相当充分, 专业判断也相当一致。 �范

式 �也就是法国社会学家鲍曼所言的知识分子作为

�立法者 �所拥有的话语权力。鲍曼认为, 在文学和

美学领域,现代知识分子共同体在相当长一段时期

里曾扮演着 �立法者 �角色。 �在整个现代时期 (包

括现代主义时期 ) , 美学家们依然牢牢地控制着趣

味和艺术判断领域。这里的控制意味着不受任何挑

战地操纵各种机制,以使不确定性变为确定性,意味

着做出决定,发表权威评论,隔离,分类,对现实施以

限制性的规定。换句话说, 控制意味着对艺术领域

行使权力。� [ 7]
所谓 �立法者�,就有具有一定话语权

的知识分子共同体,他们专事于理论探讨,不断对各

种文化现象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价值判断。他们之间

的立论、辩论和结论, 就是文化 �合法化�的 �立法过

程 �或 �自主化过程�。
沿着库恩和鲍曼的分析,我们可以初步把当代

文学认同的基础理解为一定文学共同体中所达成的

某种共识,而这就是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眼中的

�文学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认为在 18世纪末, 书

籍、杂志和报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作家、出版

社和书店也是与日俱增,借书铺、阅览室以及读书会

等广泛建立了起来, 于是在德国 (在英法也有类似

的现象 )就出现了一个具有批判功能的文学公共领

域,其中的公众通过阅读和讨论,相互之间形成了一

个紧密的公共交往网络, 他们彼此平等, 自由讨论,

依据多数原则进行决策。
[ 8]
在哈贝马斯看来, 现存

一切知识和艺术都是通过讨论而形成的一种共识、

一种话语的协商, 文学公共领域的一切规则都是不

同的协商者通过平等的讨论与对话而形成的。这些

协商者就是迪基所言的赋予艺术品具有欣赏对象资

格的个体,就是后来知识分子的雏形,他们的一些共

同话语决定了艺术世界的规则, 形成了艺术世界的

惯例。可以发现,不论迪基的 �习俗论�, 还是哈贝

马斯的 �文学公共领域�,都与库恩和鲍曼的观点形

成了某种呼应。

然而,在现代性的话语体系中,期待在一个文学

共同体中所达成某种共识已越来越成为一种奢想。

应当说,在这个以技术为手段、市场为媒介和欲望为

动力的世界中,个体所生存的世界是一个不确定性

的原子化的碎片世界。在断裂的历史意识和欲望化

的生存表征中,人们不断地追问现存文化的合法性,

又不断地企图寻找重新合法化的根据。当前文化的

这种困境已成为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这种普遍的

角色认同危机是由于中国社会文化的深刻变革所带

来的必然产物,是从封闭的政治导向文化体制向开

放的经济导向文化体制过渡进程中的必然结果。一

言以蔽之,文学认同话语意识的缺失是在现代性语

境下所产生的一次空前的文化危机。

二 当代文学的认同话语建构

历史出现了断裂,当某种文化或文学现象面临

巨大纷争和分歧时, 我们就有理由认为, 历史、文化

和文学正面临着 �合法化的危机�,这种危机也就是

一种认同的危机。在文化的认同危机中,文学作为

一种日常的表意实践体, 它在认同话语的建构中扮

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面对文化的认同危机, 文学

应如何变对, 民族文学认同话语又应当如何建构?

笔者以为,当代文学认同话语的建构主要体现在三

个方面:文化寻根、文化怀旧和民族话语重塑。

面对现代性所带来的社会历史文化转型, 中国

知识分子对自身当下文化处境和自我文化身份产生

了深刻的焦虑,他们转而希望通过对传统历史文化

之根的挖掘来确证自己的存在意义。挖掘传统文学

与文化的精华,回归到传统文化之中,在传统与现代

的整合中实现中国当代文学的转型, 这是对文化之

根的寻找,是一种立足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中国当代

文学的回归。应当说,这是当代认同话语的一种建

构,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希望在对文化之根的回归当

中找到自身的归属,进而获得认同之感。

这种对文化之根的追寻最为突显地体现于中国

20世纪 80年代的寻根文学中。韩少功在  作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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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 文学的 �根 �!, 郑万隆在  上海文学 !上发表
 我的 �根�!,阿城在 文艺报 !上发表  文化制约着

人类!, 李杭育在  作家 !上发表  理一理我们的

�根�!, 这些寻根文学作家们先后亮起了各自的理
论宣言, 不仅思路与观点趋同, 甚至选用的字眼

�根�也完全一致。在韩少功  文学的 �根 �!这篇被

公认为 �寻根文学 �宣言的论文, 以及他的另一篇文

章  关于文学 �寻根�的对话 !中, 韩少功主要表述了

两种互为联系的观点: 一是 �文学有根, 文学之根应

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 �; 二是文学的 �寻

根 �,要 �寻找我们民族的思维优势和审美优势 �;三
是面对有 �深厚精神 �的 �民族的自我�, �我们的责

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 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

我 �。[ 9]
简而言之就是, 理当植根于本土传统文化的

中国文学也应该使这种传统文化获得新的生命和新

的光彩。郑万隆则认为, 要 �力求揭示整个民族在

历史生活积淀的深层结构上的心理素质, 以寻找推

动历史前进和文化更新的力量。在创作中, 这种历

史意识和审美观念的变革, 表现为一种处理素材的

时空观念,一种唯物主义出发点和超个人的人生态

度,即:空间是永恒的,时间 & & & 昨天和今天,过去和

现在, 历史和现实 & & & 是共存的。�要 �注重这种时
间的主体性,深层的传统文化结构等等,目的在于融

社会于个性之中,融历史于人物心理之中,表现出多

元合成的历史结构中的积淀着的 ∀人的本性 #等

等 �。
[ 10]

为了给他们的理论宣言寻求经验支撑, 在中国

当代文学创作中,不少作家就纷纷将目光转向中国

传统文学和文化的内在层面,期望在文化的回归或

怀旧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根。伴随着 �寻根 �文学的
兴起, 作家们坐而起行纷纷创作 �寻根 �文学作品,

贾平凹创作了一系列向商洛文化寻根的作品, 韩少

功创作了多篇表现荆楚文化的作品, 阿城写了  棋
王 !、 树王! 孩子王!等揭示民族文化心理的作品,

等等。这些作品都是对在传统之根的挖掘中来塑造

着文学话语, 而这种对 �根 �的追求, 实际上也就是

对自我传统的一种认同意识。然而, 对文化之根的

追寻也使当代知识分子呈现出一种两难心境。在寻

根的追索体验中,本土与西化交汇成碰撞的两极,而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焦虑便产生于文化的两极冲撞

之间。无论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现代文

化,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都表现出了既亲近又疏离的

矛盾情绪,在 �我性�与 �他性 �的观照定位上,作家

们陷入了尴尬状态。李杭育在  文化的尴尬!中对

这种矛盾作了表白: �一方面,很清楚地知道我所承

受的民族意识有多么糟糕, 一方面又不得不顽固地

捍卫它,生怕除此而外我就什么也没有了。� [ 11]
应该

说, 这不仅是寻根文学倡导者们在传统文化与现代

文化之间的两难, 而且也是新时期文学转型所面对

的历史选择的和文化判断上的一个深刻的悖论。

与文化寻根一样,文化怀旧也是重建当代认同

的一个主要策略。这主要体现为中国当代文学对传

统经验的怀念。这是一种期望回归而不得之后的文

化策略。当代文学中的失声让文学创作者们产生了

迷惘与失望。但迷惘之后,努力寻求自身的根,寄希

望在对传统的追求中找到认同感。但最终的回归又

终不能实现。既然回归不了,那么就缅怀好了,在这

种情形之下,当代文学便转向对传统文化经验的怀

念。这正如史密斯所言: �民族及其认同在民族的

可信性记忆、符号、神话、遗产及本土语言文化被表

述和展示出来,它构成了共同体的历史和命运,它的

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试图在一个自治的家园, 通过

文化的教育机构, 来证实、保卫和体现其遗产的文

化。�[ 12]
在当代文学世界中, 老照片、老房子、老风

俗、老民居成为一种让知识分子津津乐道的话题。

当代知识分子期望在这种想象性的空间中获得些许

安慰,实现对自身传统的认同。因此,这种对文化的

怀旧情结,可以视为重温家园感的心绪之表达。

怀旧意识在当代文学写作中还通过另外一种隐

在的模式得以表征,即乡愁意识。对此,社会学家戴

维斯有过精辟的分析: �乡愁意识产生于历史的转

变, 它源于主体缅怀历史的断裂体验。� [ 13- 14]
而另

一位社会学家特纳则认为, 乡愁意识应当从四个方

面得以确证:第一, 乡愁基于一种历史的后退感和失

望感,它带来的是个体对传统的 �理想家园 �的怀

念; 第二, 乡愁给人一种价值感的丧失,在乡愁意识

中, 传统的整体性的、确定性的、具有伦理规范性的

统一价值观成为碎片;第三, 乡愁所带来的是一种个

体性意识的丧失, 即随着现代社会对传统社会的改

写, 传统的个体自由感和自主性在现代社会中荡然

无存;第四,乡愁所带来的还是一种个体本真性和单

一性的丧失,由此所带来的是对这种单纯本真个性

丧失的感怀。
[ 14 ]
沿着戴维斯和特纳的分析,我以为,

乡愁意识产生的最终根源在于主体对已逝的那些美

好事物的追忆怀念。乡愁意识则总是与 �传统 �无

法分离,乡愁是一种对过去美好事物的肯定。然而,

乡愁又总是一种在当下历史中的表述,乡愁实际上

告诉我们的不是关于过去的事情, 而是在与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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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读中挖掘现存的境况和问题。

深入分析发现, 我们发现, 乡愁意识的出现,其

实也就是对现存文化的一种否定, 它是现存文化

�合法化 �危机的一种表征。而对现存的历史, 乡愁

往往体现出一种否定的倾向。在这个意义上, 乡愁

是对一种无家可归感的反应,是对传统失落的本真

性忆念。因此,当文化出现危机之际,不少的文学写

作选择了对乡愁意识的表达,选择了向传统的怀旧

和回归,企图在 �重新的历史化�中实现对当代文学
的救赎。乡愁是基于对传统的怀念, 正是由于传统

的 �美好 �在现代的消逝, 才引发个体对已经逝去的

生活和事物的留恋,它企图与过去的 �美好�保持一

个历史的连续性。也就是说,乡愁始终指向过去,它

是对传统的回归与怀念。在这个意义上, 怀旧情结

和乡愁意识其实也是现代文学中认同意识建构的一

种表征。

当代文学认同话语建构的第三个维度是民族话

语的重塑。这在当代文学中主要体现为希冀以一种

民族性的叙事话语来建构一个全新的文学世界。民

族性的话语实际上就是一种认同性的话语。如韩少

功的 马桥词典 !和陈忠实的  白鹿原 !就属此例。

陈忠实的 白鹿原 !是一部中国百年民族历史史诗
性的重新写作。  白鹿原 !称为史诗性写作, 不在于

它是一个民族历史的真实展示,而在于它的叙述成

为对一个民族 �重新历史化�的建构和展示, 它是在

当下的意识结构中向传统的回归和解读。与史诗化

的写作相对,民族性叙事话语的表达还体现在苏童、

叶兆年等创作的景观化历史的展示中。在 2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 苏童的  妻妾成群 !和叶兆言

的  追月楼 !把解放前的江南水乡描绘成一个神秘
而又迷人的景观世界。这些作品所展示的历史景观

具有很大的新颖性, 迎合了当下消费社会的猎奇心

理,后来成为历史小说写作和电影改编的常规操作。

这两种写作都把历史转化为当代的文化消费产品,

其实际效应是个体与历史的更为远离。

民族话语的重建还体现在当代文学创作者在其

作品创造出一种民族神话。这主要是由于中国文学

在世界文学当中的弱势地位所决定的。这种弱势性

使得中国的文学创作者不敢面对现实, 但又不甘于

自身文学的弱势性, 因而在文学创作中努力塑造一

种理想的民族神话,进而陶醉在这种神话当中,实现

一种精神认同。如王安忆的  小鲍庄 !就是一个依

据小村庄编织的 �传统性�神话。作者化解了原始
洪水故事,大禹治水的传说和图腾意识,在小说开头

编织了一个美丽的现代神话。结构上以开头的 �引
子�、�还是引子 �和结尾的 �尾声 �、�还是尾声 �, 渲

染出一种神话氛围, 构建故事的总体神话框架。作

品借原始的神话形态来反审现实世界, 这样,对于文

化之根的寻觅实际上就是对这个原始神话形态的寻

觅。

中国当代文学以文化寻根、文化怀旧和民族话

语的重塑来实现文化身份的认同,通过这些方式,当

代文学参与到与世界文学的对话与交流当中, 寻找

到了自身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位置, 这无疑有利于

当代文学对自身文化处境以及我们古老民族身份认

同的确立,也有利于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多向

度的对话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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