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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作家的轮回体验”是指中国作家在现代时空下
对社会、人生的沉滞、重复、回返态势的体验与感悟。

“现代”，首先表现为一种直线向前的时间意识，其核心是
不断进步的价值逻辑和历史想象。现代时间逻辑以其清晰简明
的方式为内外交困的中国指明了方向，因而被现代中国逐渐接
纳，并成为大多数现代中国知识者思考国家和个人问题的先在
领会，不论认同还是拒斥，生在现代中国，不可避免地要与这
种时间意识发生关联。

随着现代时间意识的进入，中国与世界———特别是与发达
国家———的空间关系被转换成时间关系，国家和个人的未来通
过历史进程来实现，更高的价值和美好的未来从历史深处走
来。奔赴历史是现代中国的强烈冲动，融入历史是国家自由的
实现方式，也是个人生命意义的建立方式。

现代时间意识本质上是一种 “观念”。观念是抽象的、普
遍的、理性的、明晰的，而体验却总是具体的、私人的、感性
的、含混的。体验是在具体的生存境遇中感受与领会，它不是
由观念生成，而是根植于鲜活的生活世界，这就决定了现代时
间意识、价值逻辑、进步想象不可能覆盖在 “现代”生存的中
国人的具体生存体验，在宏大的 “现代”话语下，事实上有着
纷繁驳杂的生存体验。现代，如果从体验的维度看，远非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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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而是纷乱错杂的，也是丰富多姿的。
“体验”是文学的基础，文学总是具体的、感性的、鲜活

的，展现人在具体生存境遇中的感受、领会、决断。优秀的文
学总是关注具体的生活与生存，传达作者对生活的所感、所
知、所悟，而读者也可以从中获得生存体验、生存智慧乃至生
存信仰。文学并不排斥观念，关键是文学中的观念必须与作者
的生存体验相谐和，甚至必须是从体验中生长、升华出的观
念。好的文学作品当然是哲学的，这种哲学的生成不是对哲学
观念的引用，而是由生存体验自然生成的生存信念、生存信
仰。

在现代中国，被普遍接纳的是现代历史时间，甚至，这种
历史时间和其内蕴的价值逻辑是现代文学和现代中国的自觉追
求。当 “感时忧国”的现代知识者试图用文学担当救国济民的
重任时，他们很难摆脱现代历史时间的诱惑，现代历史时间及
其内在的价值逻辑往往成为现代文学叙述的内在支撑和价值追
求，“新”与 “旧”、 “进步”与 “落后”、 “革命”与 “反动”

等现代历史时间支持下的话语也成为现代文学的重要景观。但
是，现代作家的生存体验，特别是现代时空下的 “轮回体验”

却有可能与现代历史意识产生矛盾与冲突，导致对这种历史想
象与进步逻辑的质疑、拒斥、拆解，甚至否定，使现代文学场
域成为充斥确信与质疑、宣告与反诘、应和与独语的话语空
间，驳杂多样。“进步想象”与 “轮回体验”的纠结，使现代
文学的作品世界、现代作家的精神世界和现代文学的场域充斥
着分裂、矛盾、冲突，有着内在的复杂性和紧张感。现代中国
其实是充满了各种声音、各种信念、各种领悟的纷杂空间，现
代历史意识自然是最响亮的声音，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只有一
种声音，在各种具体体验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信念真切而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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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能被现代历史想象所湮没。
“现代作家的轮回体验”的生成可能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中

本有的轮回的时间意识，可能来自对现代中国沉滞不前的情势
的认知，可能来自个体有限生命与宏大历史逻辑之间的本有裂
隙，可能来自对人生基本结构和基本困境的深刻领会，也可能
来自现代都市繁华背后的荒凉与寂寞。

关注现代情境下的 “轮回体验”，有助于我们理解在现代
宏大话语遮掩之下的驳杂多样的真实景观。一个整一的现代只
是一种理论推演和观念叠加，真正的现代并非如想象一样是整
一的，而是多样的、纷繁的。现代，是一个多声音、多景观的
场域，现代文学同样纷繁复杂，异彩纷呈，二者都很难被简约
的概念与理论所收纳，任何简约的概括必然是以丰富性和具体
性的失落为代价的。对现代文学的研究而言，恢复现代文学景
观的纷繁，尊重现代文学的驳杂多样，比寻求整一的理论阐释
更有意义。

关注现代情境下的 “轮回体验”，有助于我们增加对现代
历史意识下个体生存处境的理解，进而反思我们的 “现代化”

进路。现代历史逻辑要求个体投入历史进程，在历史时间中实
现社会与个人的解放，然而短暂而有限的个人却与宏大的历史
之间存在天然的裂隙；现代历史时间允诺了个人困境的历史解
决，而生命的具体性和生存基本结构与基本困境的非时间却决
定了历史的救济并非永远有效；现代的进步更多地体现为人的
外在生存条件的改善，却未必带来人的生存本身的 “进步”，

物的繁华与人的沉沦往往是现代的两面。

关注现代情境下的 “轮回体验”可以使人们更好地理解文
学与时间、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得与失。

文学可以依据历史时间展开，但依托时间的文学可能具有伟大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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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代意义，却很难获得超时间的价值，而那些真正切入了人
类生存的非时间结构的文学却可能获得超时间的意义；优秀的
文学往往是哲学的，但必须是基于体验、从生存体验中生长出
来的哲学领会，依靠外在的哲学理念很难创造出血肉丰满的文
学。

关注现代情境下的 “轮回体验”，将有助于我们穿越现代
文学研究中层层理论话语的屏障，直接回到一个丰富、纷杂、

妖娆的现代文学世界和现代中国场境，回到真实的现代作家的
生存体验，正视那些丰富而复杂的灵魂，回到一种生存的具体
性和文学的具体性，回到成长于具体的生活与生存，并关心着
人的生活与生存的、充满着生存的感受性和生活的鲜活性的文
学。帮助我们更恰切地理解文学，并最终 “穿越文学”切入到
人的具体生存，对感性的、具体的生命与生活给予足够的尊
重。

从 “现代作家的轮回体验”入手，是我们理解现代文学、

现代作家的精神世界、现代人的生存处境的有效方式；是我们
检视对文学的理解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有效方式；是我们反思
传统与现代，反省我们的现代化进路的有效方式。

本书选取周作人、鲁迅、茅盾、张爱玲、曹禺、穆时英六
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探讨他们在作品中所表达的轮回滋味，

并以此为入口，寻求对现代文学和现代生活的有意义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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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作家的 “轮回体验”是指中国作家在现代时空下对社
会、人生的沉滞、重复、回返态势的体悟，是与在现代中国所
流行的线性时间意识和进步想象截然不同的、基于具体生存体
验之上的社会认识和人生领会。

在现代中国，被普遍接纳的是一种直线向前的线性时间意
识，在这种时间意识中包含着不断进步的价值逻辑和社会历史
想象。不论是努力进入现代历史时间，还是怀疑、拒斥甚至有
意消解这种历史想象，一个基本的现实是，生于现代，无法不
与这种历史意识和进步想象发生关联、对话。

历史时间是一种宏大的时间观念，进步想象是一种理性的
推定，而生存的现实却是具体和细腻的，这种历史许诺和进步
想象与具体生命的生存体验常常有着难以弥合的裂隙，正是在
这种时间观念和进步想象下，众多现代作家深切地体验到了沉
滞、重复、回返的轮回滋味：或者拒绝现代历史意识逃向古典
的轮回；或者在进步或革命的渴望中纠缠轮回的绝望与惶惑；

或者怀疑乃至谨慎地拒斥这种进步想象，书写人类超越时间的
生存记忆；或者关注人类基本的生存困境，寻找非历史的救
助；或者在都市的繁华中沉沦，体味生命的快慰与寂寞。进步
想象与轮回体验是现代社会特殊的景观，二者互相映衬，互相
诠释，是我们理解现代文学和现代中国的关键。

１



当现代作家把自己复杂的生存体验融入文学创作的时候，

进步想象和轮回体验纠结、冲突、呼应，使现代文学饱含渴望

与犹疑、宣告与质问、建构与拆解、追求与放逐，纷繁杂沓，

独具魅力。

一、现代的时间逻辑

“现代”首先体现为一种时间意识。“现代性概念首先是一

种时间意识，或者说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

识，一种与循环的、轮回的或神话的时间框架完全相反的历史

观。”①　吴国盛断言：“时间观念的变化一定揭示了文化变迁的

奥秘。”②　现代线性时间观的建立，包含中国人对天、地、人

的重新认识，对过去、现在、未来的再次领悟和对个人、社

会、国家信念的深度调整。“‘现代’概念是在与中世纪、古代

的区分中呈现自己的意义的，它体现了未来已经开始的信念。

这是一个为未来而生存的时代，一个向未来的 ‘新’敞开的时

代。这种进化的、进步的、不可逆转的时间观不仅为我们提供

了一个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方式，而且也把我们自己的生存与奋

斗的意义统统纳入这个时间的轨道、时代的位置和未来的目标

之中。”③

海德格尔说：“我们必须把时间摆明为对存在的一切领悟

及对存在的每一解释的境域。”④　生命在时间中展开，时间是

思考人生和社会的基本维度。康德把时间列为感性直观的 “纯

２

①

②

③

④

汪晖：《汪晖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页。

吴国盛：《时间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序。

汪晖：《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载 《天涯》，１９９９年第１期，第１９～３５页。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７

年版，第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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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是认知的先在条件，从这一点说，康德的领会是极其

敏锐和精准的。对社会人生的思考，总是以一种先在的时间领

会为前提，不同的时间观往往导向不同的人生观、社会历史观

和文学观。

文学作为一种言述行为，总是在时间中发生，时间是这种

言述的先在条件，也经常是作品的内在构架。作者对时间的领

会是文学言述的基础，因为生命在时间之中，真正的文学是对

社会、人生的思索和感悟。现代文学表达的是现代中国人对社

会、人生的思索与感悟，是在现代时空下对社会、人生的领

会。在现代，从空间意义上讲，中国不再是 “中央之国”，而

是世界诸国的一员，并且是弱小民族的一员；从时间上讲，中

国进入了 “现代”，现代时间意识往往是思考和领会的先在结

构，至少，不得不与这种时间意识发生关联。

时间一般可以分为三类：生命时间、生活时间、历史时

间。生命时间指的是个体生命的存在历程，由出生始，以死亡

终；生活时间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领会到的时间，或者说，

是人们的日常生活所遵守的时间节律；历史时间是一种宏观时

间，指的是整个国族甚至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

时间首先是一种标度，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度量方式存在，

但是，时间的意义却不仅在于它是一种标度，因为它深刻地包

含着人们对人生与历史的领会。吴国盛说：“接受一种历法和

计时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接受了一种文化和一种生活方

式。”①这句话也可以这样理解：接受一种时间，也就接受了一

种生存哲学。而文学，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生存哲学的表

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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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强调了现代时间意识的历史维度，但并未忽视这种历
史意识对人的具体生存状态的影响，这种时间观 “不仅为我们
提供了一个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方式，而且也把我们自己的生存
与奋斗的意义统统纳入这个时间的轨道、时代的位置和未来的
目标之中”。人总是在对世界的领会中确定自己的位置和决定
对待世界的方式的。现代时间作为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
历史意识，不但重设了历史，也重设了个人时间及其意义，把
个人纳入了现代历史轨道，从而也就重设了人的生活逻辑和生
命价值，也就是说，在生命时间、生活时间和历史时间这三种
样态中，现代历史时间具有统摄意义，在价值的最高点，试图
把个人的生命时间和生活时间统合在内。现代生活具有强烈的
历史感。现代是面向未来而生的时代，生活的价值在历史中展
开。

现代时间意识是我们理解现代不可回避的问题，尤其是对
于现代中国而言，现代历史时间及其 “进步”甚至 “超越”的
允诺，给内外交困的中国以明朗的未来，现代中国人的思考往
往是在这一框架下展开的。１９１２年，公元纪年被定为官方纪
年方式。采用西历公元纪年而非 “黄帝纪年”或 “孔子纪年”，

暗示了中国人把自己与列强置于同一时空之下的决心。黄帝纪
年、孔子纪年提示了中国人对自己民族和文化的历史记忆，而
采用公元纪年则表明了一种更宏阔的空间意识和累进的时间意
识，一种把自身置于 “世界”之中的决绝和直往无前的渴望。

但是，就是在这种时间意识下，在进步与超越的渴望中，
“轮回体验”却时时显形，呈现在作品中，呈现在现代文学景
观中，也呈现在作家的精神世界中，这的确是一个诱人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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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时间的生成

英国人类学家利奇曾说：“其实我们是通过创造社会生活

的间隔来创造时间的。在这样做之前是没有时间可以测量的。”

“时间的规则性并不是大自然的一个内在部分，它是一个人为

的概念。人为了某些目的而把它投射到自己的环境之中。”①

时间是通过人们对社会生活的间隔的体认来创生的，表现为某

种社会生活的间隔，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日月往复，河水

涨落，生老病死，兴衰成败。这种从现实生活中领会而得的时

间，往往具有轮回的特征②，这种轮回的时间深植于生活轮

转、重复的体验之中。

但是，现代时间逐渐脱离了与具体物象和社会活动的联

系，成为自为的、客体化的时间，并且挣脱了自然与人世给予

的轮回印记，成为直往无前的线条。 “工业时代的关键机械
（Ｋｅｙ－ｍａｃｈｉｎｅ）不是蒸气引擎，而是钟表”③，“现代社会创造

了一个摆脱自然束缚的人工世界，时间作为独立的体制获得了

与人的存在相脱离的自律形式。随着１８世纪机械钟的发明和

在所有社会成员中的使用，钟表开始自己行走而且越走越精

确，时间最终从人类活动的空间领域中分离出来。在现代社

会，再也没有人可以实现对时间的垄断，时间体制脱离了自然

环境的制约，也脱离了人类直接的生存经验，成为支配一切实

践的力量和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现代社会成了时间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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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转引自史宗主编： 《２０世纪西方宗教人类学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１９９５年版，第５０１页、４９８页。

吴国盛：《时间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５３～５９页。

芒德福语，转引自吴国盛：《时间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版，第８５～８６页。



这种单向线性的钟表时间是客观存在的物理世界冷冰冰的代言

人，它不再与月亮的阴晴圆缺、海水的潮起潮落、四季的变化

更迭这些生命的节奏相联系，它对应于和自然界的生命周期节

律不同的人工世界”①。时间意识本产生于人们对自然、社会、

人世变迁的体悟，但现代时间脱离了人类的直接生存经验而
“虚化”，机械钟把时间从人类的活动中分离出来，创生了自在

自为的客体时间，在时钟的帮助下，时间脱离了水落潮长，草

青叶黄，日月经行，脱离了 “人们日常的、具体的生活象征和

制约，成为一个独立的我行我素的客体……”②

现代工业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远离原初的自然环

境，人为构建的现代世界———尤其是现代城市———成为人们生

活的中心，与自然世界和农耕、游牧生活相关联的时间意识渐

渐远去，钟表时间成为现代社会的法定时间，人们的生活不再

围绕草木荣枯、河水涨落、日月经行展开，而是伴随钟表的嘀

嗒声均匀展开，“数不尽的钟塔，其声音回荡在西欧，日以继

夜，成为其历史的世界感的最美的展示”③。时间成为客体的

自行自为的时间，成为自在的均匀流逝、直线向前、义无反顾

的时间，它不再与人的具体生存感受相关。它以钟表这架时间

机器生产自身，却规定着人类的生活节奏。

随着工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强势地位的建立，地域性的、与

自然生活密切相关的时间被统一的工业时间取代，工业成为社

会的重心，工业时间———钟表时间———随工业化和市场经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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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纪逗：《本雅明的历史时间观念》，载 《黑龙江社会科学》，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第４７～４９页。

吴国盛：《时间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９０页。
［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陈晓林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１页。



引
　
言

同播散；同时，钟表的不断被校准，使把世界各地纳入同一时
间下成为可能，一个普世的、客体化的时间被构建出来，并逐
渐把世界纳入怀中，宰制人类的生活世界。“追赶时间”是现
代人强烈的冲动，时间焦虑，是现代人的典型病症。①

如果说钟表时间只是一种更精细的生活时间，控制着人们
的生存节奏的话，现代历史时间则是在根本上重谱了生活的意
义。

历史时间不是简单的时间标度，或者说它不仅仅是一个个
历史事件的时间刻度，而是一种历史逻辑，历史时间是对历史
的理解，尤其是对历史规律和价值的理解与设定。现代历史时

间总体而言是对社会历史不断发展、进步规则的认定，或者简
洁地表述为四个字：进步逻辑。

古人并没有强烈的不断演进的历史观念，甚至对探讨历史

时间的逻辑缺少足够的兴趣。柯林武德说：“古希腊的思想整
个来说有着一种十分强烈的流行倾向，不仅与历史思想的成长
格格不入，而且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它是基于一种强烈的反历史

的形而上学的。历史学是关于人类活动的一门科学：历史学家
摆在自己面前的是人类在过去所做的事，而这些都属于一个变
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之中事物不断地出现和消灭。这类事
情，按照通行的希腊形而上学的观点，应该是不能认识的，所

以历史学就应该是不可能的。”②　雅典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有一句名言：“对于过去的事情，除了
那些对目前有用的以外，我们再深思也是徒劳无益的。”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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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夸父逐日是一个奇特的时间神话，但这并不能说明传统中国人的普遍时间情
绪，后详。

［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２页。



的情状也见于印度，人们认为社会生活是不变的和反复的，并
且印度教徒一心追求超凡和永恒，历史感是淡漠的。在中国，

人们有着强烈而自觉的历史意识，但并不试图探索一种时间意
义上的历史演进法则，中国人修史是为了 “鉴古知今”，“以史
为镜”，编年也好，纪传也好，虽有通史，但注重的是得失兴
替的智慧，而非历史逻辑，如果历史有逻辑的话，那一定是永
远的起兴衰亡的轮回，在本质上重复过去，唯有如此，过去才
具有对现在的意义，“鉴古知今”才真正可能。

从历史现象和历史体验中进行解悟，历史或是人事的兴灭
轮回，或是诸神的意志，要么被认为历史无规律可言。真正有
明确而强烈的历史时间意识的是 “犹太—基督”传统。这种历
史意识不是从具体的历史经验中生发出来的，而是引入了一个
“超世”的愿景———救赎。

“犹太教对现代时间观的独特贡献是弥赛亚主义 （Ｍｅｓｓｉ－
ａｎｉｓｍ）”，“犹太人不再指望现世 （现在）的公正与幸福，而
认定一个善良正义而被害的弥赛亚必将死而复活，他将以一个
美好的 ‘新世界’取代罪恶的旧世界”，“‘未来’世界并非回
复循环历史曾有过的辉煌，而是实现对善恶最终裁判报应的从
未有过的至善世界”，“‘新世界’尚 ‘未来’，因而呈现出的是
一种指向终极目的 （末日）不再可逆的直线矢量时间”。“基督
教使弥赛亚期盼成熟为完整的救赎历史运动。耶稣的降临不仅
为这一救赎运动提供了明确的时间起点 （由此划分开公元前与
公元后），而且与十字架受难事件共同充实了 ‘过去’与 ‘现
在’的意义。……属人的现世 （现在），由于神人二性的耶稣
牺牲时间引导中介，而提升转化为属神的救赎史时间。……犹
太—基督教的直线矢量时间观本质上系于救赎意义所规定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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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演进序列。这已是历史观。”①　 “犹太—基督”传统通过引

入一个彼岸世界，使社会生活转化为向 “上帝之城”的仰望和

开进，从而赋予了社会生活新的秩序和意义。历史不再是分分

合合、生生灭灭的轮回，而是通向天国的脚步，历史被设定了

明确的方向，现在和过去，因 “未来”的 “救临”的必然发生

而有了意义，社会生活不是在平面上轮回，而是在时间的纵轴

上 “前进”。线性的、进步的历史时间已经显形，虽然还披着

宗教神学的外衣。

“奥古斯丁以来凡约一千五百年，历史神学的救赎史观历

经基督教世界化扩张，特别是中世纪千年政教合一的制度强

化，终随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而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以启蒙进

步主义信仰为根基的世界历史及历史哲学的观念：世界历史取

代救赎史、历史哲学取代历史神学、历史理性取代末日期盼、

自由王国取代上帝之国、人取代神。”②　启蒙运动是以 “人”

对抗 “神”、以 “人世”否认 “天国”的运动，人类相信可以

凭借自身的力量在地上建立理想的世界。“上帝死了”，人抛弃

了上帝回到人自身，人发现了 “人”。有意味的是，人并没有

取消未来的承诺，也无法取消未来的承诺，只是把上帝的救赎

转化成历史的脚步。天国不在彼岸，而在人世，实现天国的方

式不是等待耶稣的救临，而是历史的道义。“犹太—基督”传

统中的历史神学脱去了神学外衣，化身为历史哲学，进步信仰

为人类设置了历史的救赎方式，我们可以非常明了地看到，从

历史神学脱化出来的进步信仰保留了历史神学的精神核心———

时间的救赎，“救赎史的终极价值意义及其历史终点所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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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尤西林：《现代性与时间》，载 《学术月刊》，２００３年第８期，第２０～３３页。

尤西林：《现代性与时间》，载 《学术月刊》，２００３年第８期，第２０～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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