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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研究的扛鼎之作 

———读杨经建教授《２０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史论》

刘年喜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２０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史论》一书，把存在主义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史思潮，放在２０世纪中国的“现代性”进程
和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中进行考量和审视，视其为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结构性存在，对其发展历史进行了深入
系统的梳理和考辫，极大地拓展和深化了学界对２０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的研究，为认知２０世纪中国文学提供了新的
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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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史论》［１］是杨经建
教授继《存在与虚无———２０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
学论辩》［２］一书第二部２０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
研究专著，前作侧重于从横断面剖析２０世纪中国
存在主义文学创作的特征、本质，后作则从纵向的

角度即文学史的角度，对其发展流变进行梳理和阐

释，从而使这一种文学思潮得到更加全面系统的研

究和诠释。举凡对２０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研究
状况有所了解者都清楚，杨著的出版对于这一课题

研究的深化和拓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就

研究的深度和创造性而言，其堪称２０世纪中国存
在主义文学研究的扛鼎之作。

在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历史中，存在主义文学的
存在及其深刻影响是不争之事实，其肇始于五四时

期的启蒙主义文学，鲁迅散文集《野草》、田汉以塑

造“流浪汉形象”著称的早期剧作，以其鲜明的存在

主义气质在诸多作品中独树一帜，成为２０世纪早
期中国存在主义文学的范本；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冯至、
卞之琳、沈从文、钱钟书、穆旦、郑敏、杜运燮、汪曾

祺等人为代表的西南联大作家群及其创作，全面彰

显中国存在主义文学的自由品格和艺术风貌；新时

期风行一时的“新写实小说”“第三代诗”“晚生代

小说”“先锋小说”等小说流派，更是全方位多角度

地展示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存在主义文学的特有

的人性深度和创新精神。但缘于杨经建先生所谓

的“非理性偕妄”，［３］作为非理性文学思潮出现的

中国式存在主义文学与以现实主义为代表的主流

文学有着不可避免的冲突和抵牾，因而在建国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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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时期，其在２０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始终处
于边缘性状态，被学界刻意遮蔽和冷落，审美价值

和存在意义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发掘。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以来，包括存在主义在内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

观念和文学思潮被大量介绍和引入，对当代中国文

学的创作和研究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和影响，以残

雪、马原、莫言以及格非、余华、孙甘露、苏童等为代

表的当代“先锋小说”，在更本质的意义上看，是名

符其实的存在主义小说。但即便如此，其研究并没

有得到与其创作实绩相对应的关注和重视，尽管也

零星出现了一些研究文章，但把其当做中国现当代

文学中一种世纪性文学思潮（现象）进行整体性、系

统性研究的学者却罕有其人。２０００年之前，人民文
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出版的，解志熙先生根据其１９８９
年完成的博士论文改写的《生的执著———存在主义

与中国现代文学》一书，是新时期以来唯一一部从

存在主义角度研究现代文学创作的专题性著作。

新世纪以来，杨经建教授以一种高度敏感的学术嗅

觉，致力于２０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的整体性系
统性研究，先后在《文学评论》《文艺争鸣》《小说评

论》等多家知名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研究成

果，并于２０１１年出版《存在与虚无———２０世纪中
国存在主义文学论辩》一书，对２０世纪中国存在主
义文学这一长期被漠视甚至被刻意边缘化的文学

现象，进行了“回到现场”似的历史还原，对其近一

个世纪的的缘起流变以及主题话语、叙事方式、审

美风格、审美现代性价值等进行了深入辨析和系统

梳理，促使人们对这一非主流文学创作的审美价值

和存在意义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把２０世纪中国
存在主义文学的研究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时隔三年，杨教授出版了这部《２０世纪中国存在主
义文学史论》，其展示的思辨能力和审美洞察力，与

前著一样令人印象非常深刻。

从文学思潮的角度看，２０世纪中国存在主义
文学发展历史复杂多变，要想从中梳理出一条清

晰、连贯的发展线索并非易事。杨著基于一种宏阔

的历史视野和敏锐的美学眼光，将存在主义文学作

为一种文学史思潮，放在２０世纪中国的“现代性”
进程和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中进行考量和
审视，认为存在主义作为一种非理性主义的文化和

美学思潮，在２０世纪初的“西学东渐”中渗透并参
与了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世纪性建构，存在主义文学

因此成为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结构性存在。从
这一理论前提出发，杨著将２０世纪中国存在主义
文学切分为 “五四”新文学运动、早期象征诗派、３０
年代的新感觉派、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作家群、５０
－７０年代的红色文学、新时期文学等六个不同的
历史阶段，并对其中八个具有标志性的文学史现象

（早期象征派、新感觉派、西南联大作家群、５０－７０
年代的红色文学、新写实小说、第三代诗、晚生代小

说、先锋小说等）进行了深入梳理和阐释，为混沌多

变的２０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发展历史勾勒出一
条明确、连贯的线索，为人们系统认知其发展流变

提供了一幅清晰、全面的图谱。

基于存在主义文学作为２０世纪中国文学一种
结构性存在这样一种理论前提，杨著对２０世纪中
国存在主义文学史现象的梳理和阐释，始终从两翼

展开，一方面将存在主义文学视为一种典范化的文

学话语形态来研究，重释２０世纪中国文学价值结
构形态的不同构成方式和元素；另一方面论述了具

有中国特色的存在主义文学的本土化重构和东方

化演变过程，进而探索作为一种文化哲学思潮的存

在主义何以能求同存异般地历时性存在和发展，以

至形成了一种世纪性的文化和文学现象。

这种研究进路，其意义正如书中所言：“在现代

性语境中将２０世纪中国的存在主义文学视为一种
不可忽略的文学话语现象来研究，深入全面地探究

其形成和发展的内在机制，阐释其之所以然的历史

文化动因和艺术自律法则”，能够“在一种批判性反

思中形成新的‘问题’范畴和视野，重释２０世纪中
国文学价值结构形态的不同构成方式和元素，以及

新的文学史的叙述方法，更新文学研究的视

野。”［１］２这样，杨著就不惟是对２０世纪中国存在主
义文学历史的梳理和诠释，实际上也是对２０世纪
中国文学发展历史的一种新的阐释和解读，读者亦

可以由此获得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重新审视２０世
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并对其中诸如“抗战时期

的西南联大作家群”，新时期“新写实小说”“先锋

小说”等诸多争讼不断的文学现象得到一种更加透

彻的理解和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讲，杨著探索了一

种新的文学史撰写方式，以一个独特的研究角度更

新了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认知视野，给我们带来
方法论的启示。

概言之，《２０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史论》，是
一部研究２０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无法绕过的精
品力作，其对这一文学思潮的研究阐释，高屋建瓴，

洞幽见微，能给后来的研究者以深刻的启迪和感悟，

值得学界的关注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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