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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辩证理论背景下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比较文学研究
李　论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

摘要：东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但是这种差异

性并非是绝对的，而是具有一种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是文化差异

存在的理想状态。在这种理想状态下所产生的理论基础便是新辨

证论。在新辨证论的背景下，想要发展比较文学，首先要做的便

是正确对待差异与同一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而利用这种辩证关系

进行文化层面的交流。在交流过程中，文化逾越是难以避免的。

为此，如何看待文化对话以及文化逾越是的统一关系是现阶段的

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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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从诞生至今，历史文化历经千年风霜，并跨越进了新的

纪元。现阶段，人们对于文化的多元化以及一体化一直争论不休。

在学术界，这种观念上的交锋从未停止。在这种背景下，比较文

学在中外的文化交流中越发重要，并将文化交流带入到了一个新

的时期。

通过对近百年文学发展的历史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从“国

际文学的发展史”到“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再到

现今的“跨文化比较”，文学发展并非只是单纯研究对象的增加，

还意味着各个时期对于文化认识的不断深化以及相关文化理论的

重新建构。

一、比较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以及问题

美国学者库恩认为范式是根据科学研究得到的成果来制定的

相关理论和准则。比较文学从从发生期过渡到了发展期，然后进

入成熟期，最后便是到达研究范式的层面。

将不同的研究范式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之所以采用“比较”

二字可以发现其存在着不同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意义。最早出现的

比较文学研究范式被称为影响研究。

影响研究存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影响不同民族以及国家之间

存在的联系以及影响。这种研究范式经过了事实证明了比较文学

的学科价值。

但是通过对影响研究范式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它十分拘泥于

实际的证据，反而忽略了作品本身具有的各种价值。时间一长，

影响研究使比较文学逐渐变成了文学史上的附属品。

之所以会产生这种问题，主要是因为比较文学研究的本质尚

未发生过变化，仍然是文学研究。文学所研究的内容十分宽泛，

并不仅仅局限于固定的事实，还包括文学作品本所具有的各种价

值。

而比较文学的根本特征便是价值，这种根本特征直接决定了

该类学科说具有的性质。研究人员常常将事实作为一种研究的手

段，但并非是最终的目的。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式局限了其所研究

的内容，其研究的核心为欧洲文化。

久而久之，以欧洲文化为核心的文化研究体系逐渐形成了文

学研究的一种标准。如果从历史实际证据的角度来审视文学的交

流和影响。

平行研究的内容大多是一些虚拟出来的事物，但是其研究方

法以及研究模式和文学研究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平行研究摒弃

了保守主义的弊端，为比较文学的健康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因

为不受事实的影响，但是可能会导致零碎拼凑、排序差异的问题，

进而导致比较文学向着非文学研究的方向进行过渡。

这从另一个方面表明，假设平行研究所研究的内容仅仅是一

些最为浅显的内容，那么它就不能够成为比较文学研究。在比较

文学研究过程中，我们的最终目的并没有停留在对比上，而是尝

试通过对比对文学本身所具有理论进行反思。这意味着我们可以

利用东方文学来反思西方文学，这才是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顶峰。

二、多元文化语境与新辩证论

学者们之所以对研究范式进行深入研究，主要目的是希望借

助影响研究以及平行研究的优势来凸显本国文学所具有的卓越特

征。无论是影响研究还是平行研究都假设本国文学具有一定的研

究价值。

比较研究存在的意义是利用本国文学来影响其他国家的文学

发展。在研究本国文学的基础上，试图分析他国文学的不足之处。

这种研究主要是为了比较他国文学以及本国文学的相同性以及差

异性，并试图来彰显出本国文学的优势。

在解决文学问题的时候，学者常常需要利用多元文化的理论，

从而解决特殊的文学问题。这从一定层面上证明了多元文化理论

的特殊性，即它可以凭借语境的身份存在。那么，如何利用比较

文学的特殊问题来反映东西方文学的内涵是众多研究人员重点关

注的问题。

之所以会出现新辩证论是因为多元文化理论。方汉文学者是

新辨证论的首要提倡者，他认为在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过程中，

全球文化范围日益扩大，人们不再局限于古代人对文化差异的认

识。

人们逐渐认识到文化关系不能够以自我感觉为中心，重要的

是还要建立在有逻辑基础的认识理论。这一理论表明，新辨证论

与之前的比较文学研究范式不同，它主要是在传统文化认识论的

基础上，重新建立出一个比较文学的特殊问题情境。

通过对比较文学进行分析，应该创设特殊问题情境。特殊问

题情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容，即问题意识和问题结构。首先，

问题意识是指研究主体的某种深刻以及自觉的多元文化意识。如

果忽略了问题意识，那么很有可能陷入以西方文化论为核心的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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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如果忽略了中国文学的特殊性，过渡运用西方的文化标准来

审核中国文学，那么将会导致中国文学缺乏独特性。新辨证论能

够帮助人们正确认识文化的主体视域，并且明确指出研究主体必

须要超出相应的限制。

通过对中西方的比较文学进行分析，中国学者要尽可能地避

免西方中心论，从而贬低中华文化。问题结构是比较文学研究对

象的固有属性和结构，这也就意味比较文学与其他文学研究范式

存在着一定的特殊性。

问题结构并不是表层的结构特征，而是差异与同一的辩证统

一关系。换句话来讲，新辩证论理论并非是同一与差异的协调，

而是争取两者达到辩证的结合。对待不同的文化形态，首先要凸

显民族之间的差异，这就如同阴阳对立的两件事情一样。二者没

有绝对的统一，也没有绝对的对立。这是一种整体的辩证观念。

中西方文化所具有的魅力并不在于二者的共通性，而是它们

之间所存在的各种差异性，正是这种差异性的存在，让东西方文

化存在的意义越发深远。

但是这种差异性又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文学研究者们所认

为的东西方文化差异性指的是一种理想状态。这种理想状态下的

东西方文化差异理论，我们将其称之为新辨证论。

随着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差异和统一之

间的关系。人们也只有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才可以实现精神层

面的文化交流。

无论研究的内容有多深远，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是无可

避免的，换句话来讲，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不过因为差异性和统一性是一个整体，那么文化交流以及文化逾

越也是一个整体的状态。

新辩证论强调的文化逾越并非是某种文化取代了其他文化，

而是指新的文化取代了传统的文化，这是对于传统文化的一种现

代化继承。东西方之间文化存在着差异性是无法避免的，在二者

不断交锋的过程中会诞生出一些新的内容，而这些新的内容便是

文化进步的体现。人们从主观思想上认为人类的历史是相对落后

的，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人类历史其实是一部进化史。

三、新辩证论的学科理论建构是一种新的突破

新辩证论的诞生从客观角度阐述了比较文学中的差异与统一

关系。这是因为新编证论科学合理地转变了研究范式。根据着马

克思主义辩证观念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逐渐成为了中国传统文

化的辩证思维和理性原则。这种辩证性的思维能够初步解决比较

文学研究中的差异与同一的关系。新辩证论十分注重比较的研究

方法。比较文学注重比较方法，且别无他法。 也就是说，比较文

学并非是指超越形式的异同之比。在不断地交流和对话中，比较

文学向着视域融合和文化融合的方向发展。比较并非是最终的目

的，在比较过程中，还要了解比较文学之中的内涵。换一句话来讲，

我们应该从比较之中来培养兼容性的品质，重新构建语言。

首先，在某种程度上，新辩证论可以解决研究范式所遇到的

各种疑难。比较文学并非只是单一的比较方法，还包括对于差异

性和同一性所做的辩证理解，为此，比较文学并非是形式的对比，

而是辩证层面的比较。这也是比较文学与其他学科存在差异的主

要原因。辩证性的比较可以从四个层面来阐述。首先，中西方文

化在对立差异中也存在着同一性，差异之中也存在着相同之处。

为了摆脱西方的文化论，很多学者就东西方文化的对立性进行了

深入的研究。不过总体来讲，西方的文学界对于东西方之间的文

化差异性过于看重，并在不断的发展中，将文化之间的差异推向

了一个浪尖。

其次，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

性产生的原因是因为地域以及民族特征的不同。正是这些差异性

的原因，形成了各种文化形态。但是，人类又存在着相同的环境，

这意味着人类文学以及文化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和共同性。在世

界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正是因为这种差异的存在才存在着相同的

可能，从而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世界文化的辩证关系正是体现

在互异性与同一性，这也是文学研究的关键点。

最后，新辩证论能够预测多元文化未来的发展趋势。在当前

的文化全球发展的趋势下，新辨证论一方面点明了各民族文化所

具有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又预示了全球文化新格局的形成规律。

只有我们承认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所具有的差异，才能够在辩证

的比较中来实现这种统一。

在承认差异性的前提下，相关人员不能够只选择一个参照物，

而是要选定一个参照系，这样才可以互为参照。这意味着我们在

赏析中西方文学作品的时候，不能够一味地采用西方中心论的方

式。我们要从对立与统一的理论出发，从而挖掘出中方文学的特点。

我们只有从他人的角度出发，才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人，进而充分

地理解自己。

四、结语

因为新辩证论应运而生，对比研究存在的理论意义主要是为

了解决文化的一体论和相对论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它是新世纪

比较文学研究范式转型的重要渠道之一，从而对现代化的比较文

学产生深度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表现于学科的特征，还适用

于其他文学研究发展的变革，从而对未来各种文学研究产生一定

的指导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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