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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文主义文学思潮导论》以跨文化、跨学科的视野与方法，将文艺复兴时期

的人文主义文学思潮置于文明—文化史大背景下重新审视与阐发，并对文艺复兴产生之

缘由、人文主义之内涵及其与中世纪文化和古希腊—罗马文化之关系等问题进行深入研

究，由此显现出该书在研究方法上的历史化创新路径、研究内容的全面性与丰富性以及历

史观的辩证性。此外，书中对这一时期“人”的觉醒做出综合性阐释，凸显了人文主义文学

之“人学”特质，体现了文学研究的人文深度。总体而言，该书作为沟通西方文学、文明研

究的“古典”与“现代”之桥梁，为我国文学研究方法的创新、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

供了重要借鉴和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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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随笔

搭建“古典”与“现代”的桥梁

——评蒋承勇等著《人文主义文学思潮导论》

桑  田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学是西方文学

史上第一个文学思潮，它开启了西方近现代文

学之先声，并在文学思想观念、价值导向上深刻

影响了西方现代文学。长期以来，国外学术界对

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文学给予了高度重视，相

比之下，国内学界则显得有些冷落，比如对文艺

复兴产生之缘由，人文主义内涵的丰富性、复杂

性，以及其与中世纪文化和古希腊—罗马文化

的关系等，均缺乏深度探究。对作为文学思潮的

人文主义文学，迄今几无专门的研究著作问世，

这无疑是一种学术缺憾。在倡导“文明互鉴”和

“古典学”研究及“重写文明史”的新时代，以

重审“古典”的姿态对人文主义文学思潮做出

系统而深入的阐释，对构建外国文学研究自主

知识体系是十分必要的。就此而论，蒋承勇等著

《人文主义文学思潮导论》（以下简称《导论》）

以跨文化、跨学科的视野与方法，力图挖掘人文

主义文学思潮之本原性特质、历史地位与后世

影响，可谓是“重写文明史”“重写文学史”和

“古典学”研究的一部难得的学术新著，值得学

界予以高度关注。

一、文明—文化视角：文学研究的 
历史化路径

作为“重写”文明史和文学史的一种尝试，

《导论》首先追本溯源，从词源学角度切入，对

“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等重要概念进行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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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界定与细致阐发。作者认为：“文艺复兴并非

只是古典文化以它原初面貌的‘复兴’或‘复

归’，而是包含古典文化元素与新时代新质文化

元素的融合，是对古典文化的利用、加工，从而

创造出一种新文化、新思想、新观念，并借以表

达新兴资产阶级的理想、诉求与愿望。因此，文

艺复兴是一个包含了新旧文化元素的、内涵丰

富而复杂的观念。”①正因为如此，“人文主义”

（Humanism）作为文艺复兴运动及人文主义文学

的指导思想，其内涵不仅是一个复数，而且在文

化元素方面包容了古典文化（古希腊—罗马文

化）与中世纪文化以及文艺复兴新质文化的多

重内涵。这一文化思想复合体因其本身的复杂

性而无法取得学界完全统一的定义，但这并不

等于它是“无边”的。特别有学术创意的是，《导

论》从文明演进的角度精准阐发并指出人文主

义思想与中世纪文化及“古典”文化的渊源关

系。作者认为：“人文主义思想其实并不是在时

间概念上的那个文艺复兴时期发生的，而是早

在中世纪就开始孕育、发芽……是接受了中世

纪的文化‘遗传’的一种意识形态，或者说，人

文主义思想本身包含了中世纪的文化基因或元

素。这不仅意味着中世纪社会与文化是人文主

义的温床与摇篮，更意味着人文主义思想具有

历史包容性和内涵的丰富复杂性。比如，文艺复

兴人本意识就包含了中世纪的宗教人本传统以

及其他人文元素。”②这种对人文传统演变之传

承性的多角度剖析，廓新了学界对文艺复兴和

人文主义的既有认识，具有鲜明的学术创新性。

文学史和文学思潮的研究，不能仅仅就文

学谈文学，而要将其置于文明－文化史演变的

大背景中追根溯源，探寻其演变的多重缘由及

基本特质的成因。在这方面，《导论》做出很好

的尝试。《导论》将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学置

于文明—文化史的大背景下，对人文主义文学

蕴含的中世纪文化元素、古希腊文学的原欲意

识、古罗马的政治理念等进行跨学科阐释，对人

文主义文学中蕴含的政治、教育、宗教、科学等

内涵做出多角度透析，从而大大拓展了对人文

主义文学思潮的理解，展现出这个横跨欧洲大

陆诸多国家、蔓延了三百余年的文学思潮之波

澜壮阔图景和内涵的丰富复杂性。《导论》由此

也显示了研究方法上的历史化创新路径，体现

了作者长期以来在文学史、文学思潮及西方文

学人文传统研究方面的一贯风格。

二、修复“断裂”：文学史研究 
之辩证思维

国内外曾有一种普遍看法，认为文艺复兴

作为一个历史阶段，意味着欧洲中世纪的终结

与现代社会的开端；作为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具

有反封建反教会的本质特点。这种看法有其合

理性，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误导性。一方面，这

种划分倾向于将文艺复兴与中世纪之间的关系

视作断裂（rupture）而不是延续（continuity）；另

一方面，它也将这一时期的主流文学——人文

主义文学——与宗教神学之间的斗争性视作问

题的焦点：人文主义文学的“进步”常常表述为

反教会、反神学、以人性反对神性等。在此种人

为设置的二元对立观念中，中世纪便成了“黑

暗时代”。

《导论》则摆脱成见，在对“黑暗时代”这

一概念的原义及其流变进行考察后指出，当彼

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首次使用“黑暗时

代”这一词汇时，他笔下的“黑暗”并不指向基

督教文化导致的“蒙昧状态”，而是指向被北方

蛮族所毁坏、削弱并最终覆灭的西罗马帝国。质

言之，最初的“光明”与“黑暗”指涉罗马文化

与蛮族文化，而在后来的史学家笔下，这组对立

概念逐渐被古典文明与中世纪神学的对立所置

换。③时至今日，国内学界虽然已不再将基督教

神学主导的中世纪视作“黑暗时代”，但对于扫

除另一重“黑暗”，即对“蛮族”文化的研究还

未充分跟进。《导论》认为，正是这个被蛮族入

侵的西罗马帝国，演化出了现代的欧洲。“蛮族

文化最重要的影响体现在民族语言、宗教信仰、

各民族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以及在此基础上

形成的国家意识等文化元素上，这些元素逐渐

被融入‘两希’大文化构成的格局中，对欧洲文

①②③  蒋承勇、肖丽华：《人文主义文学思潮导论》，第

2、41、27-28 页，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北京：商

务印书馆，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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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①

至于“黑暗”说导致的有关文艺复兴与中

世纪是延续抑或断裂的讨论，如今学界虽然不

再持非此即彼的观点，但就现有的文学史教材

及论著而言，“断裂说”对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文

学研究的掣肘依旧存在。最显而易见的是，作为

“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

初一位诗人”②的但丁（Dante Alighieri），不是被放

在中世纪加以介绍（如郑克鲁等主编《外国文学

史》教材③），就是被归入文艺复兴时期进行研究

（如王秋荣等主编《西方文学思潮概观》④）。这

两种理解显然都是失之偏颇的，因为但丁正是

中世纪与文艺复兴之间“延续”而非“断裂”的

例证。

要修复“断裂”并还原“延续”之事实，首

先须对这一判断背后的观念预设予以纠正，即

对“基督教文化是落后的”这一观念以及由此

导致的宗教与科学、人权与神权的极端对抗性

等观点进行重新审视。事实上，正是这些预设的

观念使得 20 世纪国内对欧洲中世纪和基督教

文化几乎只作批判性研究，直到 90 年代，这种

情况才有所转变，出现了一些从正面的、肯定

的角度研究中世纪和基督教文化、文学的论文

及著作。《导论》认为，基督教文化蕴含的理性

精神也有对古典理性的继承与弘扬，且其中的

“理性精神”与现代科学，尤其是现代实验科学

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血脉联结；基督教文化中的

“博爱精神”传递出的宗教人文主义思想在制

约古希腊式的自然原欲的基础上，也为文艺复

兴人文主义的平等、博爱思想提供了滋养，同时

还催生了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及乌托邦思

想。概而言之，“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想之‘新’，

并不是对‘旧’传统的简单否定，而是在接纳、

整合与延续其文化之合理的人文元素基础上的

再造与重生，是一种包容了‘旧’文化基因的新

文化”⑤。

既然文艺复兴与中世纪之间是“延续”而

非“断裂”，那么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研究也就必

须深入到此前的中世纪文化中找寻其思想胚

胎。同时，鉴于人文主义文学作为文艺复兴之主

潮的重要地位及广泛影响，对人文主义及具有

人文主义倾向的文学文本或非文学文本的研究

与阐述，就不能仅仅着眼于其文学性成就本身，

同时也要关注其传递出的政治、宗教、教育、科

学等丰富内涵，进而使人文主义文学研究在内

容上显现出全面性、丰富性以及历史观上的辩

证性。比如，《导论》第七章论述了人文主义文

学中的性别意识，重点阐释了女性意识的觉醒

与“人”的觉醒的关系。第八章论及人文主义文

学与地理大发现的关系，指出文艺复兴和宗教

改革在思想上为地理大发现提供了重要动力，

而这一发现又反过来重塑了人的世界观，同时

也为人文主义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作者以拉

伯雷（François Rabelais）《巨人传》中对新航线

的写实性描绘为例，说明地理大发现如何推动

了人文主义文学放弃中世纪文学的梦幻与神

话，将目光从虚幻的来世转向现实人生。《导论》

正是通过对“面”的拓展与“点”的深入，达成

了对人文主义文学思潮研究的多层次开掘以及

对其人文内涵的历史传承性的立体揭示，进而

展现其作为文学思潮研究著作的浑然厚重。

三、人性剖析：文学研究之人文深度

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是“人”被唤醒的时

代。那么，如何理解这个被唤醒的“人”？这涉

及了对人文主义文学阐释与理解的核心问题。

对此，《导论》分别从哲学、科学、教育学、政治

学、性别学等角度出发，对这一时期“人”的觉

醒做出综合性的阐释，凸显了人文主义文学之

“人学”特质，体现了文学研究的人文深度。

从哲学角度看，《导论》认为文艺复兴时期

的“自我”与现代意义上的“自我”有明显差

①⑤  蒋承勇、肖丽华：《人文主义文学思潮导论》，第 31、

77页，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北京：商务印书馆，

2024。

②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共产党宣言〉1893 年意大利文版序言》，《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397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③  郑克鲁、蒋承勇主编：《外国文学史》（上），北京：高等

教育出版社，2015。

④  王秋荣、陈伯通主编：《西方文学思潮概观》，福州：海

峡文艺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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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处在这一过渡时期，人们“研究自然、研究

自我，都是为了发现自然中的奇迹，彰显上帝的

大德和全能”①。质言之，人文主义虽然强调以

人为本，反对以神为本，使人的自我意识、主体

意识有所凸显，但并不意味着人对神的远离乃

至抛弃。《导论》认为，文艺复兴人文主义除了

崇尚人的感性本质之外，也弘扬人的理性本质。

人的本质不仅仅是情感与原欲，还有理性和智

慧，其间的“理性”既有古典哲学的智性精神，

也有希伯来—基督教的宗教理性精神——宗教

人本意识，“神性”依然是人文主义文学中“人”

的重要内涵。从科学与教育的角度看，人对“自

我”认识的深化离不开自然科学的启迪，同时

也得益于人文主义教育对人智的开发，这种新

式教育观念在批判以往经院教育的基础上，通

过改革教学内容、扩大教育对象、增设新学科、

革新教育方法、更新教学语言等举措，使“人”

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导论》通过对《巨人传》

等作品的剖析，阐发了人文主义教育对崭新的

“人”的形象的塑造和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此外，

觉醒的“人”对其所处的政治世界也有所希冀：

“探讨民族独立与国家治理等政治问题，也是

人文主义文学的重要内容。”②为此，《导论》单

辟一章，从“公民人文主义”这一概念切入，以

人文主义文学中浸润了作家个人政治思想的虚

构作品为依托，联系这一时期出现的拉丁语与

俗语之争及乌托邦文学的中兴，对人文主义的

社会理想及政治理念进行系统梳理。《导论》认

为，人文主义文学对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开明

政治的呼唤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与政

教分离制度，同时也带来了欧洲现代性的负面

问题，如种族主义及欧洲中心论思想等，而这些

问题也同样值得深入研究。③作者以非凡的学

术气度与深厚的理论功底深度还原了文艺复兴

时期人文主义文学的辉煌气派与人性的张扬袒

露，使这一文学思潮研究的最新成果呈现出别

具一格的学术风貌。

总之，《导论》所呈现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

文主义文学思潮，不仅勾连其与“古典”时代和

中世纪（均属“古典学”范畴）之人文血脉，而

且以其新质的人文思想为近现代西方文学和文

明提供了价值核心，这一文学思潮可谓是西方

文学和文明从“古典”到“现代”之桥梁，具有

继往开来的意义。可以说，《导论》通过对人文

主义文学思潮的重新审视与阐发，在研究方法

的创新性、研究内容的原创性、研究结论的前沿

性等方面，都有显著的成就，它本身也是沟通西

方文学和文明研究从“古典”到“现代”的桥梁，

并为我国文学研究方法的创新、文学自主知识

体系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借鉴和有力支持。

①②③  蒋承勇、肖丽华：《人文主义文学思潮导论》，第

15、200、200 页，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北京：商

务印书馆，2024。

【本文系浙江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

文学思潮发展史”（22YSXK03ZD）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桑田，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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