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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世界文学理念的生成与阐释 
 

吴晓都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德国诗人歌德在 19世纪初期就明确地昭示“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近二百年来，“世

界文学”这个著名的文化理念始终是文学研究特别是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常谈常新的重要论

题。尽管，前辈先贤对这个文化理念有诸多的著名论断，现当代的相关研究也不断有新发现和新

成果涌现，但由于这个问题本身的深奥与博大，在 21 世纪的今天，围绕世界文学这一理念仍然

有较大的学术探索和深化研究的空间。 

    世界文学理念的多重内涵与生成历史 

    说到世界文学，我们总会想到荷马史诗、古希腊悲剧、古罗马诗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

歌德的《浮士德》、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托尔斯泰的《战

争与和平》，等等。所以，谈及世界文学，首先是那些世界文学经典的总和。1919 年，高尔基在

选编出版世界文学丛书的方案中指出：尽管“统一的世界文学尚不存在，因为还没有统一的文学

语言，但是存在着充满全人类一致情感、思绪和不同作家的文学创作，最后，存在对可能的形式

一致的期望”。高尔基关于世界文学的这个观点得到了日尔蒙斯基、康拉德、弗连德里杰尔、阿

列克西耶夫等文论家的支持和沿用。笔者以为，这实际上是俄罗斯人文学界对以维兰德为代表的

德国古典文学界关于“世界文学就是欧洲古典文学作品”观念的延续。 

    世界文学的观念不是一天之内形成的，而是具有自己的观念生成历史。它是一个不断丰富完

善并且今天仍在继续演绎的开放性理论进程。经由赫尔德、维兰德、歌德、马克思和恩格斯、泰

戈尔、勃兰兑斯、高尔基等思想家和文学大师的不断阐释，世界文学的理念逐渐丰富起来。 

    但丁在《论君主制》一文中就推论了这种文化全球化的存在可能。这可以看作在文化史进程

中最早意识到世界文学精神的诗意哲人。意大利学者维科对后来世界文学观念的形成也作出了重

要理论贡献。 

    世界文学理念之所以在 18—19 世纪之交产生，其历史文化背景是，在启蒙主义时代的欧洲

人文学界出现了一种世界主义的文化思潮。哲学家黑格尔提出了“世界心灵”和“世界精神”的

概念，诗人和剧作家席勒则在 1789年提出了“世界历史”和“世界公民”的概念，还产生了“文

学共和国”的概念。“世界文学”意识是随着单个民族文学意识的成熟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开始

是单个民族文学的独立起源与生长，进而随着不同民族和国家经济与文化的往来，特别是中世纪

后期世界地理大发现和环球航海以及海洋贸易的产生与兴盛，原来众多相对孤立生长的单个民族

文学开始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形成了文学联系的精神之网，这就是世界文学的雏形。 

    托多罗夫写道：“世界文学中的抒情—叙事体裁出现在浪漫主义时代，当时这种抒情原则渗

透在许多题材中。拜伦、雪莱、密茨凯维奇、普希金、莱蒙托夫的长诗中这种倾向被揭示得特别

饱满和多样。”按照这样的文学研究方法论的理解，世界文学其实就是不同民族文学的相互影响

和相互作用的统一进程。浪漫主义就是世界文学发展的一个具体标本。而后的现实主义、现代主

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思潮也可以作如是观。 

    尽管高尔基所说的用世界语创作的世界文学不存在，也没有哪个民族能够用世界语创作包含

一切民族文学形态的文学文本，但自从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那时起，随着各国

文化联系日益密切，相互影响与融合日益加深，各国作家创作中自觉或不自觉的世界文学意识是

客观存在的，并不以创作主体的意志为转移。 

    近代已降，东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广泛影响就是 20 世纪世界文学实践的最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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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蒋光慈、张天翼、许地山、戴望舒、艾芜、沙

汀等著名作家无不谈及外国大作家对自己创作的深刻影响。笔者认为，在创作审美意识和表现形

式上的“杂取种种合成一个”（鲁迅语），这就是从歌德到马克思所预言和阐释的世界文学的文本

形态。 

    中国现代作家创作的思想与艺术正是融合了东西方进步文学之长而产生的，它们是世界文学

精神在东方文学发展中的具体化。以鲁迅、郭沫若、茅盾为代表的作家所创作的现代文学既是中

华民族的新文学，也是具有世界文学理念的新文学。 

    世界文学理念的唯物主义科学阐释 

    必须指出的是，在近代，世界文学理念的科学阐释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毫无疑问，在世

界文学的科学阐释之路上，科学社会主义为它提供了光明的前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继承前人文

化成果的基础上，作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阐释。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后在《共产党宣言》中对“世界文学”理念进行了更为科学、完整、系统的阐明。他们精辟地指

出：“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如此，

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

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和恩格斯着重从经济基

础揭示“世界文学”必然形成的物质条件，他们对同时代的世界经济活动和受到其影响的文化变

化进行了深入广泛的考察。他们不只是进行社会经济的考察研究，而且在媒体上洞察世界生产的

新变化，更从当时的主流作家作品中洞察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动趋势，揭露其世界性扩张，

研究它们对文学典型生成的影响，准确研判具有全球化性质的文学思潮，如批判现实主义的风起

云涌。恩格斯敏锐地指出，“正像《总汇报》这个德国人的《泰晤士报》——所说的，德国人开

始发现，近十年来，在小说的性质方面发生了一个彻底的革命，先前在这类著作中充当主人公的

是国王和王子，现在却是穷人和受轻视的阶级了，而构成小说内容的，则是这些人的生活和命运、

欢乐和痛苦。最后，他们发现，作家当中的这个新流派——乔治·桑、欧仁·苏和查·狄更斯就

属于这个流派——无疑地是时代的旗帜”。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考察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西欧不同的国度相继出现，后来又影响到东

欧和北欧，这些创作都具有为世界市场所规约的相同的时代印记，现实主义流派在当时恰恰就是

一种具有世界文学特征的新型文学。 

    这里尤其值得我们当代学者特别注意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是最早从经济全球化的视

野和语境来论述世界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这充分显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天才的理论预见性和

高瞻远瞩的历史洞察力。世界市场不仅导致全球化的物质生产，而且必然带来全球化的精神生产，

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从这里自然而然地推导出了相应的即将产生的“世界文学”，并为这个近代

著名的文学理念注入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新的科学的内涵。 

    当代世界文学与时俱进的实践形态 

    世界文学，无论是理论形态，还是创作形态都是与时俱进的。世界文学阐释是一个不断丰富

的诗学意识综合，也是一种综合的不断演化求新的文学形态。现在，它虽然是用单个民族语言写

成的，但这种语言已经在结构上和词汇上受到其他民族语言的影响而被改造。因为，近现代作家

是用一种受到影响而且经过改造了的语言进行创作的。 

    当代世界文学是一种秉持世界文学精神的文学实践。它不是如某些否认世界文学理念的学者

质疑的那样，是一个不能成立的概念，而是被实实在在的世界文学的丰硕成果证明了的现实的、

活生生的文学实践。当然，当代世界文学的这些成果早已不局限于赫尔德或维兰德时代所说的欧

洲古典文学精品的集合。 

    文学的流派与创作方法的跨国界、跨民族、跨文化的传播与运用，也是世界文学存在的重要

方式，是当代世界文学的主要实践形态。 

    网络文学无疑也是当代世界文学生存的最新形态。世界文学从来就是随着文学载体的更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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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网络技术的出现加速了世界文学原本蕴含的各民族文化互相融合的趋势。于是，世界文

学就依存并繁荣在世界互联网空间，世界文学最新的存在方式和表现形态就此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