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動與衍變：情的東亞現代性」 
專題引言

呂　文　翠 *

本期專題乃舉辦於 2016年 12月 22-23日的「情生驛動：從情的東亞

現代性到文本跨語境行旅」國際學術會議中主題講演及與會論文的精華呈

現，從不同的論述面向聚焦闡示：「情」何止於觀念？其與個體生命關聯

的描寫與想像歷史在在表明：它是生命本能，是人類生生不息的種子；它

是感性的，由生命本能感應無窮事物而對話衍化，激發出個體人生的萬千

變化；它更昇華出不同境界，豐富人類生活，令捕捉表現它的文學無窮

演繹；它創生情思，卻又遠大於理性思維的對象；它是感性與智性融合

的生活動力，恰如王德威院士在會議主題演講中反覆申述的「情動力」

（affect）。1王院士考察梁啟超的杜甫為「情聖」論述，「1920年代那一

代文人和知識分子對情的定義，和我們今天比較狹義的、羅曼蒂克的『情』

的定義，非常不一樣」，並啟發我們看待情的一種方式：「此中隱含了中

西比較文學的議題」。與之殊途同歸，於比較文學視野中看翻譯，另一位

會議主題演講人李歐梵院士在本期特稿中將晚清小說這片「樹林」中擇取

「情」之「樹」（tree，家譜）來討論，由英語翻譯維多利亞小說譯本中

的主題（家庭、婚姻）和變奏（女性自覺和自主），窺測其「原型」和轉

「驛」到中文語境後的情生驛動，瞻望「『情』的世界無限延伸」。

兩位院士在會議主題演講中不約而同揭示「情」之生命力內涵的驛

＊ 作者現任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1 王德威院士於會議中主題演講題目為：〈情‧動‧力：從梁啟超到朱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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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他們分別在「情」內在的理念結構與小說翻譯的具體語境層面上，讓

會議主題「情生驛動：從情的東亞現代性到文本跨語境行旅」的涵納度益

發深廓。至於會議論文與《東亞觀念史集刊》之契合，則未曾預先考慮過。

「情」之豐富內涵當然可以在「觀念」層面上有諸多討論，「東亞」則是

當初會議主旨之中的核心內容。策劃會議時徵集論文的旨趣為：

處於文化傳統裂變與異文化轉譯的浪潮中，晚清民初文學與文化出現

各種層次的交流、移動，開啟更大向度的界線遊移，無疑衝擊／形塑文學

與文化內涵。晚清人情較之明代，「閒情」難繼，受中外合力推動，呈現

代朝向的趲趕，始終處於驛動的過程。時移世易，人事運行而生動傳情，

給晚清文化的闡釋提供了豐富而趣味濃厚的空間。無論是作家外在的足跡

移動或是內在的情感衝擊，都隱含著不同層次的流動衍變與擬態易形觀。

從書寫主體（不同派別的作者群）或創作成果（從小說、詩文、圖像、廣

告），都可見到多重的跨界行旅與概念流變的軌跡，文本中大我／小我、

內／外、表／裡的詰問對話與歧義並陳，在在反映彼時文化主體與文化他

者的形象建構，乃至社會多維結構所重構的全球化路線、媒介技術、觀念

衍繹等。本會議檢視創作主體的內在情感與外在行跡如何在時代演進中的

轉折與變異，聚焦主題之一為：

「情」的東亞現代性：有別於西方文學從神學背景中脫化出人對生命、

道路、真理的思考，中國文學歷來重視「情」，但近世以降，人與人的關

係的日常表述，逐漸由封閉的家族內部，衍異為都市中複雜的人際關係。

這一脈絡在自我建構的同時，更挑戰、創發進而豐富了抒情傳統的敘述模

式與美學典範。⋯⋯

上述關於會議論域的提議，在這個學術世代的語境中產生，似乎生來

就擁抱了「東亞」與「觀念」。國際會議上宣讀的文章，最後由集結為「會

議論文集」的可能性轉化為《集刊》兩輯專題文稿，可謂開始了又一次「驛

動」；文章不是無情物，其生命本該在刊載與閱讀中驛動不息。這應是諸

位論文作者與《東亞觀念史集刊》的一次美麗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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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的中國文學，《詩》之「風」情百種，《古詩十九首》驛動

之情「行行重行行」，唐之傳奇文瑰麗幻化，虯髯客、李靖和紅拂女「風

塵三俠」僕僕於情途俠道，豈但東亞，虯髯客、聶隱娘、崑侖奴蹤跡留於

山海，一派西亞連東亞的情天俠義。在呈現「現代性」之前的東亞視野中，

代表「情」之驛動方式的是史跡、傳奇之想像，現代人顯現情蹤則兼有跨

文化、跨文類、跨語言、跨藝術形態的空間。呂文翠〈海上紅學的衍派—

改琦「畫」論《紅樓夢》〉一文討論松江才子改七薌以大觀園裡有情的少

女少男為畫本，跨藝術形態而抒情造像。《紅樓夢》之為人情小說經典，

其形成歷程有改琦與江南才子群的《紅樓夢圖詠》參與討論之助力，士女、

人情的詠歎與文學批評開闢了另一個「情」的討論空間。

有感於情天浩渺、綿長悠久，馮夢龍「欲立情教，教誨諸眾生」，他

理想於「鄉國天下，藹然以情相與」，其《情史》唯情是宗的主體正是東

亞特徵。情是束縛不住的，他汲汲於類分諸情為二十四類，並沒有多少引

人關注的力量，反不若小說「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

世恒言》）深入人心、民俗，超越了那些學究式的理性分類。馮夢龍的分

類是情類而非文類，李歐梵進入晚清小說的「文類危機」又看出其更具生

機，比立足翻譯的「偵探小說」家譜（樹）和更其複雜的「言情之樹」該

當如何？晚清小說期刊欄目中「情」的名目，正可與英國通俗小說「他山

之石」比較：「言情小說一向是中國傳統通俗小說的大宗，才子佳人式的

小說比比皆是，為什麼還需要巧立新的欄目，諸如言情、寫情、奇情、哀

情、苦情，艷情⋯⋯這些欄目？」經由李歐梵深入而又細緻的考論，總結

出：「這棵樹本身在英國是一個樣子，但移植到中土也變成另一棵樹，枝

葉迥異，有的逐漸凋零式微，有的卻變得光彩奪人，欣欣向榮」，體現文

化機制一情之轉的深邃複雜與精妙入微：「維多利亞小說的言情主線被『接

枝』到中土以後，其『傷感』（sentimental）的成份超過了『聳動』的成

份；換言之，就是在『煽情劇』的基本構架上加上中國的家庭倫理因素。

然而這個骨幹本身也可以再作不少中國式的變形，使得『情』的世界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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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李歐梵說他的「言情之樹」終於沒有完成，這大概就是情的始終

「驛動」，無始無終、無邊無垠吧！

馮夢龍的情類理論和小說輯錄，一腳留在前現代「立情教」的宏願

中，一腳已經踏入了現代氛圍，《喻世明言》首篇小說〈蔣興哥重會珍珠

衫〉之情折衝於兩個時代之間，商人蔣興哥往還於廣州、蘇杭及江河湖海

的情感翻覆，差堪與《紅樓夢》作者乃至晚清小說家們一併書寫「恨海情

天」（吳趼人寫情小說《恨海》）。更往前進一步，就是蔣興哥當年未曾

啟用的「情書」之現代技藝與功能了。潘少瑜在〈抒情的技藝：清末民初

的情書翻譯與寫作〉文中追索 1910到 1930年代「情書熱」現象，剖析情

書之為現代知識青年實踐愛情的重要管道，翻譯文學中的情書更成為民國

「文青」們寫作情書的典範演示。如果說情書傾訴的私衷向來不宜公諸於

眾，潘少瑜曾專文討論過的烈士與妻子訣別的公開情書（林覺民〈與妻訣

別書〉）畢竟罕見，而黃錦珠〈從兒女之私到男女戀愛：「五四」時期婦

女報刊上的戀愛問題〉一文深入考察「五四」時期婦女報刊上的言論、文

學作品及相關報導，即欲正當地脫卸「私情」的羞澀外衣，「公論」男女

戀愛，留下社會文化風氣的過渡期翦影。

生命之「樹」長綠，從馮夢龍的情類理論到李歐梵的通俗小說文類理

論，啟發我們尋求更多的文類在現代傳情，主題演講中王德威借梁啟超的

情之教育，申述「從詩歌這樣一個的文類，尤其是中國古典詩歌文類裡，

可以把這些林林總總，或新或舊的感情表達方式給予最現實的呈現」。林

佳蓉以「情」來標誌文類與地域的相互生成，〈詞史光華的再現—論渡

海詞人江絜生（1903-1983）《瀛邊片羽》的書寫意義〉一文闡析詞人由

臺瀛地方的人事見聞興起緬懷、追憶故國的鄉愁之情，本身卻成就了一段

有情臺北的現代詞史。而詩歌的情之經典如何在不同世代被閱讀詮解？忠

實「粉絲」追究詩人到底是蘊藏香艷旖旎的私情或寄託深切家國情義之特

殊現象，在在證明李商隱情詩擁有歷久不衰的傳遞過程與熱情。李宜學論

文〈從〈無題〉詩論程夢星《重訂李義山詩集箋注》對朱鶴齡《李義山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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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注》的接受〉給我們一個精到示例。

情有熱烈深厚，有平淡自然；有私密隱曲的個人，相對就有堂皇正大

的故土、國家；有一時之激動快樂或哀憐低徊，更有終身的憾恨交加、追

悔莫及。它們都在續寫著一部《情史》，現代學術討論的對象比之馮夢龍，

情的主體性更突出了，情之主體驛動在現代，也驛動了現代史。王德威在

演講中引述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的反理性主義，可視為

對既往「情、史」的顛覆：「在紛紛擾擾的生命之流裡，人作為一個主體

憑著個人的記憶，不斷重整過往經驗的結合，投向一個不可知的未來。」

足資印證的是王學玲〈歷史敘述與自我詮辯—「貳臣」張縉彥鼎革出處

的辨析與意涵〉一文揭露明清易代之「貳臣」情懷，潛藏著複雜歧異的自

我與他人定義。或許歷史敘述在時間之流中會被重新建構，自我詮辯終歸

徒勞，但是其中採用的正義／偽正義立場與一廂情願卻仍須明辨。宋偉杰

〈變形的故鄉，有情的測繪：《茶館》中的懷舊、喪失感、自我悲悼〉闡

述老舍《茶館》在不同思潮過濾中的多重搬演，解讀其空間形變、都市情

感和故鄉情結，完成意識情感的體認，生動捕捉了劇中人王利發五十年開

茶館的「真情之流」軌跡。欲窺情動力的「真情之流」或更真切的現代人

著述、翻譯的情史，夏曉虹教授立論堅實的特稿〈林紓的海軍情結—從

《不如歸》說起〉帶來更為深邃的視域。論文細膩剖析林紓如何將傳統的

鄉土之情與現代國家思想融合，獨具「情」眼而投射於海軍，其和魏易合

譯日本明治時期暢銷言情小說《不如歸》，凝視書中甲午海戰的敘述，訴

說由小說引發的「冤抑之情」，為北洋海軍申辯、鑄史的同時，亦幽微道

出譯者不能自外的閩人情結。

王德威在會議主題講演的尾聲提示我們瞻望未來：五四之後的這些

年，中國的知識界跟文化界的確是一個充滿了「情生驛動」的時代，各種

各樣的思想相互交錯、湧動，各種各樣的我們想像不到的文人，他們之間

的緊密關聯與辯證交鋒，值得投以更大的關注。本期諸篇論著恰可在不同

層面作出回應，並提醒與召喚我們持續驛動在現代學術的真情之流中，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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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能由此引發不絕如縷的對話交流乃至質詰、異議，讓眾聲迴響流動與

衍變於思想文化的長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