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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批评观

伽达默尔曾经为他的《真理与方法》取过三个

名字，前两个名字分别是“哲学阐释学”和“理解

与发生”。虽然这部阐释学巨著为了强调人文艺术

的真理不能粗暴地用科学主义方法来计量，另选了

第三个名字，但被抛弃的第二个名字，却被阐释批

评频繁地借用。大概是因为“理解与发生”实在是

太适合用来描述文学批评了，它将文本、方法和语

境相关联，强调人的生命体验，强调现实感。而这

两样在我看来，正是作为认识或阐释活动的文学批

评，在个人与世界之间建立起意义关系的基础。好

的批评没有定论，但一定会有标准，当批评者带着

自觉的普遍关怀，从自身的生命体验，或从世界的

现实性出发，他／她也必然会还原“理解”的本身

及其过程，将理解到的“世界之事实”，向众人敞

开。当然，这样可能会带来的风险是，认识和阐释

的巨大差异也许会在我主观、偏执的文学批评倾向

中，被生命本体的绝对优先性抹平，对作者的文本

阐释权构成威胁，甚至产生不可预估的误读。但我

想再次申明的立场是，无论认识还是阐释，只有与

更多在场的、鲜活的、参与其中的主体发生意义关

系，智性活动的文学批评，才会以近取譬的方式，

拥抱人间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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