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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郭勇，1978年生，湖北麻城㆟，先後畢業於湖北㆔峽㈻院、華㆗師範大㈻、北京師範大㈻，獲

文㈻㈻士、碩士、博士㈻位，參加北京大㈻的美㈻ 藝術㈻高級研討班㈻習並結業。現為㆔峽大

㈻文㈻與傳媒㈻院副教授、研究生導師、㆔峽大㈻「151」㆟才工程㈻術帶頭㆟。主持國家㈳科

基㈮㊠目、湖北省㈳科基㈮㊠目、湖北省教育廳㈳科基㈮㊠目、教㈻研究㊠目等科研、教研

㊠目，出版專著《蔡元培美育思想研究》，在《外國文㈻研究》《山東大㈻㈻報》等核心期刊㆖

發表多篇論文。主要研究方向為㆗國文論、㆗西比較詩㈻。

提    要

所謂「語言批評」，是指在文學研究中，語言始終是一個重要的維度。這不僅是因為文學

必須以語言為媒介，而且語言在文化系統中都是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語言和語言觀念的變革，

往往影響到文學和文化的變革。因此，從語言入手考查文學的特性、文學與語言和語言活動的

關係等問題，就是一條可行的思路。不妨把這樣一種思路、觀念和方法稱為「語言批評」。它不

是語言學研究，而是文學研究。中國自古就有語言批評，以「言意之辨」為其核心命題，而現

代中國的語言批評，以「言文一致」為其核心。

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的變革是以文學革命為先導，而文學革命又是以語言變革為突破口，「言

文一致」又是其中至關重要的一個命題，語言、文學與文化在「言文一致」這一命題上發生了

緊密的關聯和互動。

引言簡要梳理研究現狀，概述晚清與「五四」知識分子圍繞言文關係問題展開論爭的歷史

過程及意義。

第一章論述「言」、「文」、「筆」之考辨與現代「文學」觀念的萌生。清中葉阮元就發動

了一場「言文之辨」，後來劉師培、章太炎等人接過這個話題繼續討論，堪稱「言」「文」關係

論爭的前奏。隨著各派論爭的深入，現代意義上的「文學」觀念逐步浮出水面。

第二章分析語言∕文字之爭與中國文學現代轉型之間的關聯。這一章以漢字拼音化與文學

變革之關聯為核心，「言文一致」命題涉及到了語言與文字一致的問題，由此引發了晚清與

「五四」的漢字改革運動。漢字的工具性和文化屬性逐步被發掘，漢字改革實際推動了中國文學

的現代轉型。

第三章分析口語∕書面語之爭與現代白話文學的創立。晚清與「五四」的文化變革，在國

語運動與白話文運動中取得重大進展。國語運動與白話文運動也追求「言文一致」，卻出現了口

語化取向與書面化走向的二律背反。但最終，現代白話成為一種公共話語。

第四章探討晚清特別是「五四」知識分子對言文關係問題的回顧與重寫文學史及新文學的

經典化。這為書寫全新的、現代意義上的文學史提供了條件，同時也是話語權力的爭奪戰。《中

國新文學大系》的出版，則是新文學經典化鏈條上最重要的一環。

「言文一致」是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命題，雖發端於語言文字領域，卻蘊含著文

化革新的要求。它是晚清和「五四」兩代知識分子的共同追求，體現出他們經由語文變革實現

文學革新的設計思路，中國現代文學由此得以建立。此外，他們也已經意識到語言文字的意識

形態性，因而也體現出借助語言變革實現中國思想文化現代化的願望。這正是中國現代語言批

評具有「現代性」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