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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与文学》

前言

《罪与文学》于2002年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首次出版，至今已近十年。这部著作内容比较深厚，学
术性较强，在香港找不到太多读者，但在台湾还是被有识者发现，2005年我到中央大学“客座”时，
康来新教授就告诉我，她把此书作为教材，推荐给研究生与本科生。但我和林岗都确信，此书可以在
中国国内人文界找到更多知音。现在中信出版社决定推出大陆版，我们自然很高兴。认真写出来的著
作，只要有人愿意印行、愿意阅读就好。    这部书，我们前前后后写了十年，历经了整个九十年代。
书写中我们真诚地对待自己，也真诚地对待读者与讲述对象。新世纪之初，我们曾想补写一章“禅宗
的无相忏悔”，可惜两人都忙于其他课题，未能完成，此次中信出版社和编辑周青丰、王强、董曦阳
诸友非常积极，希望尽快出版，我们又无法赢得时间增添此章。这一遗憾恐怕得等待今后再版时才能
了结。禅的“无相忏悔”，不设上帝前提，也不要求忏悔主体就范某种预设的精神原则，乃是一种自
悟、自明、自渡，这种东方智慧很了不得，值得我们作些阐释。今天先作此声明。以后再向读者交卷
。    《罪与文学》是林岗和我合著的第二部专著(第一部为《传统与中国人》)。林岗有学问，有思想
，还有质朴的内心，所以我们才能产生灵魂的共振，共同著此叩问灵魂维度的书籍。中国的灵魂概念
与西方的灵魂概念有所不同，但都正视人有一种高于肉体甚至超越肉体的灵魂，所以我们才可能选择
灵魂的视角即超越的视角反观一下中国的文学与文化，特别是反观现当代文学。除此之外，我们还想
借此改变一下文学史写作的老套旧套。    最后，还要感谢周青丰、王强、董曦阳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完
这部四十万字的大书，并以高度的热情推介给我国的读者。    刘再复    2011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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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与文学》

内容概要

《罪与文学》是一部无与伦比的触及中国文学根本的文学批评力作，相信它将给整个中国文学界带来
巨大的震撼。因为它不仅发现和直面这样一个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根本缺陷——缺乏“忏悔意识”
，即灵魂论辩的维度；而且以“忏悔意识”这个特殊的视角进入，深入探讨文学的灵魂维度与思想深
度；并以此为出发点，重新检讨中国文学的旧传统，特别是现代文学的新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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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与文学》

作者简介

刘再复，1941年出生于福建南安刘林乡。196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并到北京工作。曾任中国社会
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学评论》主编。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
科罗拉多大学、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加拿大卑诗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院校分别担任过客座教授、
讲座教授、名誉教授与访问学者。著有《性格组合论》、《鲁迅美学思想论稿》、《文学的反思》、
《放逐诸神》、《罪与文学》(与林岗合著)、《现代文学诸子论》、《高行健论》、《告别革命》(与
李泽厚合著)、《传统与中国人》(与林岗合著)、《共鉴“五四”》、《红楼四书》、《李泽厚美学概
论》、《刘再复散文诗合集》、《刘再复文论精选》、《人文十三步》、《人论二十五种》、《双典
批判》、《漂流手记》(十卷)等四十多部学术论著和散文集。作品已翻译成英、日、韩、法、德等多
种文字。
    林岗，1957年生。现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主攻现
当代文学史及文艺学。主要著作：《传统与中国人》（与刘再复合著）、《边缘解读》（香港天地图
书有限公司，1998年）、《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罪与文学
》（与刘再复合著，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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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与文学》

书籍目录

中文简体字版序
导言
第一章 忏悔、良知与深层人性
1 有限的法律责任和无限的道德责任
2 道德承担的可能性
3 道德承担的现实根据
4 忏悔意识与救赎意识
5 良知——心灵体验到的责任
6 良知系统的结构
第二章 忏悔文学的基本形态
1 作家直接作为忏悔主体的身世自叙
2 由作品主人公替代作家承担忏悔主体的灵魂告白
3 具有忏悔主人公但非灵魂自传的忏悔文学
4 一般文本（非忏悔主题）中的忏悔意识
第三章 文学的超越视角
1 柏拉图对文学的指控
2 关于宗教大法官的寓言
3 文学的超越视角
第四章 灵魂的对话与小说的深度
1 道德心与自利心的对话
2 复调小说与小说的复调性
3 《列车正点到达》里的战争责任
4 复调小说中的灵魂对话
5 对话与小说的人性深度
第五章 忏悔意识与中国思想、文学传统的局限
1 忏悔意识的异化
2 传统的思想资源与罪意识
3 中国文学传统的局限
第六章 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意识形态
1 世俗视角与超越视角的差异
2 叙事的意识形态
3 古典叙事的局限
4 逃避责任的写作
第七章 论《红楼梦》的忏悔意识
1 悲剧与“共犯结构”
2 忏悔者的性格与心灵
3 “还泪”的隐喻
4 伟大的忏悔录
第八章 新文化运动中的忏悔意识
第九章 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维度及其局限
第十章 20世纪中国广义革命文学的终结
第十一章 革命文学理论的华语和实际
第十二章 作家在时代压力下的写作
第十三章 文学与灵魂的自救
后记 十年磨一剑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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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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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与文学》

章节摘录

版权页：不仅是托尔斯泰，许多伟大人物的经历都可以证实，神秘的良知会引导那些追求至善的人把
全世界、全人类的重任都放在自己的肩上。对于弱小的个体，这世界毕竟是太大了，但哪里有非正义
，哪里有非人道，哪里就有良知的煎熬，不管相识与不相识，不管隔着千山万水，良知昭示的信念只
有一个：人类的命运是密切相连的。看起来不可思议，个人对世界、对人类负有多么重大的责任！只
要这种责任不是外部强加给个体的，它就如同一个召唤。自由的人可以选择服从这个召唤，也可以选
择不理睬这个召唤。可是，一旦人们作出选择听从它的召唤，朝它奔去，那种无所不在的无限责任就
是我们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它完全是从心灵最深处发出来的。这时候的良知，如同血液灌注我们的躯
体一样，良知灌注我们的道德生命，它使暂时而有限的生命具有德行的光辉，照耀人世间的角落，使
得彼此猜疑、彼此隔膜甚至彼此为仇的人走到一起，听从良知来指导生活。在生命中，最值得肯定、
最有夺目光彩的，无疑是人的良知，无疑是人对道德责任的承担。良知使我们的生命更加尊贵。6.良
知系统的结构良知和责任是相互关联的概念。如果说责任是道德的“绝对命令”的话，良知就是它的
见证；如果说良知是内心本性的至善纯良的话，责任就是这种人类本性至善纯良的显现。通过责任的
概念，才能解说良知，通过良知的概念，才能明白道德责任的本质。举一个日常生活的例子。一个作
恶多端的罪犯，在某时刻突然“良心发现”，从前多少次在确凿的证据面前都拒不认罪，这次突然翻
然悔悟，承认自己是罪孽深重的人，要痛改前非救赎自己。这种突然出现的“良心发现”的奇迹，实
际上是责任概念再次回到罪犯的心里，他所发现的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正是他应该承担的责任。因为
他倾听良知的声音，作出主动的承担，所以才会感受到心灵意义的罪孽。心灵意义的罪，与违法犯罪
的罪，可能是重合的，但并不是一回事。内心真正感觉到自己有罪，才会促使罪犯诉诸一个行动承认
违法的行为。因为心灵意义上的罪，只有个体在对责任有所体悟时，它才真实地存在，而违法行为则
是一个结果，不管行为者确认与否，它都是客观存在的，公正的审判就可以发现违法的真相，作出判
决，不必依赖行为者承认与否。而且，即使是不违反法律的人，也可能感到或体验到自己的罪孽深重
，如托尔斯泰。应该说无违法行为而深感自己的罪责，正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心灵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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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与文学》

后记

后记 十年磨一剑    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已整整十二年，我们从未间断过对此书主题的思索与写作。
说“十年磨一剑”，在这里就不算夸张了。这期间尤其让我难忘的是在1990年6月至1991年夏天，在李
欧梵教授邀请下，林岗特地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来和我一起开始进入这个课题的研究，在密歇根湖畔共
同叩问文学的灵魂维度，并写出三章，刊登于《知识分子》杂志。欧梵兄的情谊和林岗的万里行程，
首先应记下一笔。在海外，学术论文几乎没有地方发表，后来我们陆续写出来的几章也只好压在抽屉
里了。1991年秋，我到科罗拉多大学，林岗回国，此后六年课题进展缓慢一些，但我们还是围绕忏悔
主题阅读了一些宗教学、文学、哲学、伦理学的书籍。1998年，林岗参加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的“金
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相逢中我们交流了思考的心得，确定了全书的框架并
具体地拟定了章节，然后分别继续执笔写作。2000年秋天，我应香港城市大学的邀请来到香港，《罪
与文学》便赢得最后完成的天时地利。我们在最近两年的时间里，一方面对过去写下的部分进行补充
修正，另一方面则把未完成的章节一一了结。在祖国南方的天涯海角，我们除了在学校履行义务之外
，其他时间全都沉浸在这部著作的书写里。写得很投入，近乎“走火人魔”。这部书从中国写到美国
，从芝加哥写到深圳香港，经历有点特别。但变幻的时空和动荡的岁月始终无法冲走我们的思索，十
二年前我们认定的精神山峰终于立在脚下。尽管路途崎岖，但我们还是以自己平实的脚步去认同心灵
崇尚的真理，这点劳心劳作的思想韧性，是我们自己最感到欣慰的。    和林岗合著《传统与中国人》
、《罪与文学》，是我人生中最愉快的精神体验。林岗比我年轻十七岁，可谓“忘年之交”。十五年
前，他就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破格提拔为“副研究员”，才华出众。但他做人却极为低调，从不宣扬自
己。他和我一样，嗜好形而上，喜欢在精神深处作云游、逍遥游，他的思想比我更为明晰，逻辑驾驭
力量比我更强。在中国年轻一代的学人中，他是一个最为质朴的思想佼佼者，也是一个未被社会充分
发现的才子。此次我们合著，各执笔其半，即各写出近二十万字，都下了一番苦工夫。通过研究，我
们的思想都往前走了。尽管书名是《罪与文学》，但通过“忏悔意识”这一个切人口，我们对文学的
本性，对文学的自由与责任，对文学的世俗视角与超越视角，对中国文学的宏观长处与短处，对东、
西方文学特征的基本差异，对人类精神价值创造的“永恒”之谜，等等，都有了比以往更深也更真切
的认识。十二年的探寻日子，我们的笔推着论题往前走，而论题也化作另一生命推着我们不断向真理
靠近。    1993年夏天，我在瑞典斯德哥摩大学东亚系担任客座教授，林道群兄到瑞国开会，知道我们
在写作此书，就郑重向我们约稿。七八。年后，我来到香港，他又不断询问和敦促我们写下最后一章
。此种信赖与热情，乃是本书的精神能源之一，我们在此特表示衷心感谢。最后，我在香港城市大学
时，张信刚校长和黄玉山、郑培凯诸兄知道我在潜心写作，给我创造了很好的人文环境，也借此机会
致以衷心的谢意。    刘再复    于香港城市大学高级教职员宿舍    2002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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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与文学》

媒体关注与评论

文学需要向内心世界挺进，需要表现灵魂的深，这关乎文学的当代品质。　　——刘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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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与文学》

编辑推荐

《罪与文学》直面中国文学根本缺陷，呼唤文学的灵魂维度和思想深度，一次中国文学传统的深度审
视与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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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与文学》

精彩短评

1、文学批评力作
2、研究的延續點：1942年的文藝座談會將「暴露」和「歌頌」作為文藝的基本立場，也就是說，文藝
需要對過去進行清算，對未來加以讚揚。在這種唯物歷史史觀對文藝取得霸權地位的狀況下，文學經
歷了三個不同的階段。30年代「左翼」文學是一個階段，延安文學是第二個階段，50年代以後的「社
會主義現實主義」是第三個階段。在第一階段中，以《春蠶》為例，茅盾所面對的是一個「舊世界」
，按照唯物史觀來說，舊世界走向末路，而只有摧毀了舊世界，新世界才能得到建立。因此，在茅盾
的這部小說之中，時間向后逆轉式的敘事結構，並不是整個歷史的過程，而只是其中必然的一個片段
。在50年代，以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為例，在馬克思唯物史觀的號召下，作者加入了暴力性
的清算意識，使得作品喪失了基本的人文價值和自省意識，淪為意識形態的傳聲筒。
3、觉得很值得一读，好多关于文化文学的疑难问题豁然开朗。有时间会做笔记重读。
4、内容很好，非常值得阅读，能提高自己的见识。
5、本以为是专门谈忏悔文学主题的，没想到后来还是拐上了刘再复熟悉的批评轨道。一直觉得刘的
逻辑和立论未免失之简单，但他的主体思路还是颇可取，至少一直体现出让文学回到文学本身的努力
。我个人就是因罪感而真正走上了文学道路，希望将来有机缘在刘再复等前辈的基础上做自己的忏悔
文学研究。
6、继承《拯救与逍遥》的精神，少了几分意气，学理上也更加精致。后半部看似离题，其实是超验
视角审视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7、见解深刻，思考深邃。
8、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文学，很有启发性
9、可能之前涉及的批评论著太少，对这本书不仅震撼着迷，且被指引进了文学批评的世界，感觉自
己真的不太会读书，需要很多这种专门研究读书的人来指引。
谁能告诉我，刘再复所说的良知而忏悔和王阳明的良知论有什么异同？感谢^O^
10、我已经写不出书评了，因为实在是激动地难以言表。

11、啊，此生遭遇最charming的人了。
12、刘再复框架简洁，行文虽然略微拖沓但也易懂，正是这样，居然被人认为逼格不够
13、对中国文学的深刻见解足以比肩世界理论家的分析。
14、虎头蛇尾
15、一年前看的，现在还想再看。
16、刘再复自己很重视的一部著作，其中文学理论方面的新观点阐释有新意。
17、书前后风格有变，一直在猜老师们的写作分工。
18、还可以吧，刘书写的有问题，有些地方写的不错
19、业师的书。这是大陆版，之前有香港牛津版。估计明年会有新一版，新一版将新加几章。
20、十一，十二章跳过了。总体深受启发，找到了之前困惑的部分答案，又产生了其他疑问。有空要
买一本⋯
21、这本书很不错，将中西文学进行对比，很有启发。
22、终于看完了
写的很透彻，很有见地
23、过于依赖《红楼梦》。
24、其实谈的是“文学里的罪恶感和作家的忏悔意识”。
25、有许多对作品和作者的评论，专业的文学著作
26、问题意识比较过时了，但仍然不失为一本透彻观察中国文学特质的本土理论著作。作者对古代文
学了解太少，讨论基本不值得重视，除此之外，对现当代文学的看法和对一些外国文学的褒贬，却是
十分值得重视的，有些章节入木三分、颇为精彩。归根到底，作者将罪感与忏悔、自我反思、灵魂审
判作为衡量当代文学的标准，算是把住了当代中国文学的短板。我总觉得，古典文学已经过去，褒贬
没有意义，也会令自己丧失乐趣和体悟。但对当代文学，却值得一次再次的去审视、去批判、去深究
，发现什么才是好的文学，以及如何写作才能触及灵魂，将文学回归到那彻悟和空灵之中，因为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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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诞而耻辱的时代，本不值得我们活着，而文学的任务，首先正在于自救、自赎、自私。
27、Presentation 讲高行健全靠了刘再复先生～
28、高中从同学处借读，从此开始看拷问灵魂深度的东西，后来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肇于此
29、做一个脆弱而有良知与尊严的人。
30、有理论有思想有新意的大师之作！
31、发愤著书,历来如此
32、这是再复先生和中山大学林岗先生合著的一部文学批评理论著作。我以为，其理论水平之高，在
文学界的震撼之大，是以前的这类著作所无与伦比的。因此，值得我们每一个文学理论爱好者认真一
读，可以从中受益非浅。
33、文学评论虽是小众，但也可以让人深省
34、论文集，看的很吃力哦。当时因为瞄到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才买的啦！看到后面的主要参考书目，
啧啧，作者要看这多么艰深（对我来说）的学术著作才写的出这本书也是服了。
35、豁然开朗之感，刘再复通过对比西方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发现中国文学忏悔意识的缺乏，
进而为中国文学的未来道路作了一番有意义的探索！看这种书不只是对认识有益，对做人也是相当有
益的！（PS：高行健的书在国能何时能见！）
36、深厚，有很多啓發。
37、刘再复学术著作，有相当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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