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边界的征用与有深度的开采

———新世纪以来国际“巴赫金学”新状态

周启超

摘 要: 对新世纪以来国际“巴赫金学”重要成果的跟踪与检阅，我们看到，巴赫金理论作为“学术时尚”其风光已然不

再，巴赫金理论的跨文化辐射已进入其“理论旅行”的常态。这种常态，体现为“巴赫金学”在学术交流上一如既往。国

际巴赫金学术年会以其已自成传统的节奏，定期举行。由这一盛会所引领的巴赫金理论的跨文化之旅，在不断拓展其在

时空上与学科上的覆盖面与影响力; 这种常态也体现为“巴赫金学”在文本建设上不断拓展。新世纪以来，以俄罗斯科学

院为主流的巴赫金研究集群，对巴赫金的理论遗产的精细注疏，深度开采，成果丰硕; 巴赫金著作之多个语种的译文以单

行本、文集甚至全集的形式不断面世;“巴赫金学”在文献整理上已进入收获季节。随着巴赫金研究这门话语生产的不断

发展，国际学界从不同维度对“巴赫金学”成果的梳理。我们至少可以从三条路径来看“巴赫金学”在新世纪这 15 年来

的新进展: 其一，从近 6 届“国际巴赫金学术年会”的研讨来看新世纪以来国际学界对巴赫金理论的解读与征用; 其二，从

俄文版 6 卷本《巴赫金文集》的编纂来看新世纪以来国际学界对巴赫金文本的开采与注疏; 其三、从这个时段里已经面世

的 4 种《巴赫金研究》( 文选) 的编选来看新世纪以来国际学界对“巴赫金学”成果的梳理与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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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边界的征用与有深度的开采

一

“巴赫金学”( Бахтинология，Бахтинистика，
Бахтиноведение; Bakhtinology， Bakhtinistics，
Bakhtin studies) ，巴赫金研究也。①

学术生产中，对于影响甚大的一代大家或读

者甚众的一部经典的研究本身已具有偌大规模，

已产生广泛影响，而成为一代代学人悉心勘察的

对象，成为不同国度的学界长期瞩目的现象，成为

学术再生产的一种平台，才可被冠之以“XX 学”。
在外国文学研究界，莎士比亚研究就被冠之以

“莎学”，陀 思 妥 耶 夫 斯 基 研 究 就 被 冠 之 以“陀

学”; 在中国文学研究界，“红楼梦研究”就被冠之

以“红学”。在外国文论界，巴赫金研究也被冠之

以“巴赫金学”。
如果说，“莎学”主人公———英国剧作家莎士

比亚，“陀学”主人公———俄罗斯小说家陀思妥耶

夫斯基，“红学”主人公———中国古代小说名著

《红楼梦》，都是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检验的世界

文学创作中的经典作家或作品，那么，“巴赫金

学”主人公———苏联学者巴赫金，则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降近 50 年来对整个世界的人文研究发生

了广泛而深刻的持续性影响的一代大家。巴赫金

学说的原创性，巴赫金思想的辐射力，巴赫金理论

的再生产能量，使得巴赫金理论的“跨文化旅行”
确乎成为一种世界性现象。巴赫金理论的“跨文

化之旅”，其覆盖面之广，其持续性之长，其可操

作性之强，恐怕是当代世界人文学界别的理论明

星难以比肩的; 正是巴赫金理论之旅的世界性、丰
富性、戏剧性，使得我们可以也应该来考察“跨文

化视界中的巴赫金”，来梳理巴赫金学说在不同

国度被译介被接受的旅行路径，来勘探巴赫金理

论在不同文化圈里被解读被征用的辐射印痕。
巴赫金研究之规模在当代世界人文学界是屈

指可数的。截止到 2000 年，被统计到的研究巴赫

金的文章与著作数量惊人: 用俄文撰写或译成俄文

的至少有 1465 种; 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西
班牙 文 撰 写 的 至 少 有 1160 种 ( Isupov，Vol． 2
534 658) ; 截止到 2009 年，用汉语撰写的研究巴

赫金的文章与著作至少也有 600 种。据不完全统

计，2001 2008 年间，中国期刊上发表的以巴赫

金研究为题的文章有 302 篇，居于德里达研究

( 295 篇) 、福柯研究( 274 篇) 之上( 谢天振 440) 。
巴赫金研究作为学术生产自有机制。不仅有

一群多年沉潜于巴赫金理论世界的学人，而且有

以巴赫金研究为唯一主题的学刊，有专门研讨巴

赫金学说的学术年会。国际学界有两份专门以巴

赫金研究为主题的刊物。1992 年，以巴赫金为对

象为主题的杂志( 《对话·狂欢·时空体: 研究

米·米·巴赫金生平、理论遗产与时代的杂志》
( Диалог· Карнавал· Хронотоп: Журнал науч-
ный разысканий о биографии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м
наследии и эпохе М． М． Бахтина) 在白俄罗斯维

捷布 斯 克 国 立 大 学 面 世; 该 刊 由 H． 潘 柯 夫

( Николай Паньков) 主编，后来移至俄罗斯，在莫

斯科出版; 该刊每年出 4 期，一直发行到 2003 年;

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由英国著名巴赫金专家 D．
谢泼德( David Shepherd) 建立的“巴赫金中心”，

也于 1998 年创办了一份以巴赫金研究为主题的

刊 物《对 话 主 义: 巴 赫 金 研 究 国 际 杂 志》
( “Dialogism”: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akhtin
Studies ) ，该刊已出版 4 卷，发行到 2000 年。国际

巴赫金学术年会自 1983 年启动，每隔两三年举行

一届( 前 12 届均是每两年开一次; 自第 13 届起，

改为每三年开一次) ，已自成传统。来自不同国

度的巴赫金专家们参与其中的这个国际学术盛

会，每届会期 5 天，120 位左右的学者与会。国际

巴赫金年会一直在引领巴赫金理论的跨文化之

旅，其旅行路径: 加拿大—意大利—以色列—南斯

拉夫—英国—墨西哥—俄罗斯—加拿大—德国—
波兰—巴西—芬兰—加拿大—意大利—瑞典。巴

赫金理论之旅已持续三十余年，穿越欧美 10 多个

国家，其覆盖面之大，十分罕见。这里，加拿大、意
大利的人文学界表现尤为突出，多次担当国际巴

赫金学术年会东道主，与美国、英国、俄罗斯、中国

一起成为国际“巴赫金学”的重镇。一如大树的

发育生长自有其年轮，“巴赫金学”的生成发展也

有几个标识性的节点。
1983 年。这是巴赫金理论“跨文化之旅”的

一个新的起点。1983 年，中国、北美、英伦的人文

学界几乎不约而同地将视线投向巴赫金这位苏联

学者。这一年 8 月，在中国，巴赫金已成为钱中文

主持的首届“中美双边比较文学研讨会”的一个

重要话题。钱中文在会上宣读了题为《“复调小

说”及其理论问题———巴赫金的叙述理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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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论 文。10 月，在 加 拿 大，K． 汤 姆 逊 ( Clive
Thomson) 发起举行第一届巴赫金学术国际研讨

会; 也是在 10 月，在德国，主题为“小说与社会: 米

哈伊尔·巴赫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耶拿举行;

12 月，美国各地、各学科的巴赫金专家首次在《批

评探索》( Critical Inquiry) 上进行以巴赫金为专题

的研讨; 这一年，在英国，第一部《巴赫金学派文

选》英译( 《俄罗斯诗学译丛》第 10 辑) 由安·舒

克曼( Ann Shukman) 编选，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推

出……如今回溯巴赫金接受史，1983 年堪称国际

巴赫金年。
1995 年。巴赫金理论的跨文化之旅，在 20

世纪九十年代进入旺季，在 1995 年巴赫金百年诞

辰前后进入巅峰状态。这一年 7 月，在俄罗斯，第

7 届国际巴赫金学术年会在莫斯科师范大学举

行; 也是在这一年 7 月，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

“巴赫金中心”，举行了主题为“巴赫金: 一个世纪

的反思”的学术研讨会。这一年 11 月 15 日，在中

国，北京的巴赫金学者在纪念巴赫金百年诞辰的

研讨会上形成一个共识: 要组织力量编选翻译出

版巴赫金文集。
红红火火的“巴赫金学”堪称 20 世纪下半期

当代世界人文学界的一道令人瞩目的景观，堪称

当代文论“跨文化旅行”一道引人驻足的风景。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著名符号学家、语言学家、文
学学与人类学学者维亚切斯拉夫·伊凡诺夫观察

到，及至 20 世纪末，巴赫金已成为世界上被阅读

最多被征引最多的一位人文学家( Ivanov 67) 。当

代国际人文学界尤其是文论界的风云人物，诸如

法国的克里斯蒂娃、托多罗夫、巴尔特、德国的尧

斯、意大利的埃科、英国的威廉姆斯、伊格尔顿、美
国的德·曼、布斯，不用说苏联的洛特曼、利哈乔

夫、阿韦林采夫、加斯帕罗夫等名家，均发表过谈

论巴赫金的文章，都曾与巴赫金进行对话与潜对

话。巴赫金理论在其覆盖面甚大辐射力甚强的

“跨文化旅行”中，已成为当代国际人文学界尤其

是文论界话语实践与学术生产的一个“震源”。

二

进入 21 世纪之后，“巴赫金学”的境况怎样?

新世纪以降这 15 年来，“巴赫金学”有什么新的

气象? 或者，经历了持续几十年的开采，巴赫金这

一理论矿藏是不是已经几近枯竭? “巴赫金学”
在达到其波峰之后有没有跌入波谷? 这是巴赫金

研究者要自然面对要反思的一个问题。
2002 年 3 月 1 2 日，在美国，在耶鲁大学举

行的斯拉夫文论研讨会上，在主题为“巴赫金: 赞

成与反对”( Bakhtin: Pro and Contre) 的分会场，

普林 斯 顿 大 学 的 凯 瑞 尔 · 爱 默 森 的 ( Caryl
Emerson) 报告是:“走红之后的巴赫金: 某些曾经

有争 议 的 要 素 与 它 们 会 引 向 何 方?”( “Bakhtin
after the Boom: Some Contested Moments and
Where They Might Lead?”) ，来自谢菲尔德大学的

大卫·谢泼德教授的报告是: “巴赫金在 /与危

机: 长 远 时 间 的 问 题”( “Bakhtin in /and Crisis:
Problem of Great Time”) 。这两个报告出自美英

学界多年潜心于“巴赫金学”的学者之手，体现出

美英巴赫金研究者对“巴赫金学”中的问题进入

自觉的反思阶段。
2003 年，在 俄 罗 斯，《巴 赫 金 术 语 辞 典》

( Бахтинский Тезаурус) 以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

的期刊《话语》( Дискурс) 专辑( 2003 /11 ) 面世; 这

里对巴赫金“学术概念”的系统性描述，是 1997
年问世的《巴赫金术语辞典·材料与研究》的续

篇。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的巴赫金研究群体，在

“巴赫金学”达到波峰状态之际就已开始自觉地

反思“巴赫金学”的两种危险: 其一，有些谈论巴

赫金的文章与著作的作者其实不过是以巴赫金为

“话由”而在进行自我表述，那些自我表述与巴赫

金本人的思想几乎是毫无关系; 其二，一些巴赫金

研究者只是做了巴赫金思想的“主人公”，并不能

够占 据“外 在 于 它 而 有 理 据 能 应 答 的”立 场

( Bakhtin Terminology Dictionary 5) 。《巴赫金术语

辞典》，是俄罗斯人文大学巴赫金研究群体持续

10 年的项目成果。1993 年 2 月 1 3 日，在该校

举行的“巴赫金与人文科学的前景”学术研讨会

上曾讨论过这个项目，讨论了“词汇表”。
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的“巴赫金学”成果表

明，上世纪启动的巴赫金研究在新世纪还在延续。
新世纪以降的俄罗斯“巴赫金学”，至少有 10 部

著作值得关注。譬如，尼古拉·潘柯夫、纳丹·塔

马尔钦 科、伊 琳 娜·波 波 娃、亚 历 山 大·卡 雷

金、②弗拉基米尔·阿尔帕托夫、尼古拉·瓦西里

耶夫等人的专著。
俄文版的研究巴赫金的论文与专著之不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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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是国际“巴赫金学”在新世纪不断推进的一个

缩影。其他文字如英文版、中文版研究巴赫金的

论文与专著，新世纪以来也在不时地与读者见面。
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列举。

通过对新世纪以来国际“巴赫金学”重要成

果的跟踪与检阅，我们看到的是: 巴赫金理论作为

学术“时尚”，其“风光”已然不再，巴赫金理论的

跨文化辐射已进入其“理论旅行”的常态。
这种常态，体现为“巴赫金学”在学术交流上

一如既往。国际巴赫金学术年会以其已自成传统

的节奏，定期举行。新世纪以来，不同国度的巴赫

金研究者先后相聚于波兰( 2001 ) 、巴西( 2003 ) 、
芬兰( 2005) 、加拿大( 2008) 、意大利( 2011) 、瑞典

( 2014) ，6 届国际巴赫金学术年会成为新世纪巴

赫金理论之旅的驿站; 由这一盛会所引领的巴赫

金理论的跨文化之旅，在继续播撒其辐射力，在不

断拓展其覆盖面。
这种常态，体现为“巴赫金学”在文本建设上

不断拓展。新世纪以来，巴赫金著作之多个语种

的译文以单行本、文集甚至全集的形式在不断面

世。2009 年，中国著名巴赫金专家钱中文主编的

中文版《巴赫金全集》七卷本面世，这是对 1998
年出版的中文版 6 卷本《巴赫金文集》的增订;

2013 年，意大利著名巴赫金专家奥古斯都·蓬佐

( Augusto Ponzio) 主编的意俄双语版《巴赫金文

集》( 1919 1929) 问世; 2012 年，由俄罗斯著名巴

赫金专家谢尔盖·鲍恰罗夫( С． Г． Бочаров) 担

纲的俄罗斯科学院版《巴赫金文集》( 六卷 7 册)

这一“巴赫金学”基本建设工程终于竣工。这一

工程始于纪念巴赫金百年诞辰的 1995 年; 第一卷

出版于 1996 年，整个文集的编辑出版持续了整整

16 年! 以俄罗斯科学院的巴赫金专家为主体的

这个巴赫金研究集群，以其十分严谨而执着的治

学精神，投入了巴赫金理论遗产之精细的注疏、深
度的开采。

这种常态，体现为“巴赫金学”在文献整理上

进入收获季节。随着巴赫金学的发展，对“巴赫

金学”成果的检阅、清理、审视、集成，作为巴赫金

研究之研究，自然也成为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
新世纪伊始，俄文版二卷本《巴赫金研究》( 文选)

在彼得堡问世; 2010 年，俄文版一卷本《巴赫金研

究》( 文选) 也在莫斯科发行了。2003 年，英文版

四卷本《巴赫金研究》( 文选) 与英语世界的读者

见面了。经过长达 5 年的编选翻译编辑，中文版

五卷本《巴赫金研究》( 文选) 即《跨文化视界中的

巴赫金》，也于 2014 年金秋时节呈现在汉语世界

的读者面前。
由此，我们至少可以从这三条路径看“巴赫

金学”在新世纪这 15 年来的新进展: 可从近 6 届

“巴赫金年会”看新世纪以来国际学界对巴赫金

理论的解读与征用; 可从俄文版 6 卷本《巴赫金文

集》看新世纪以来国际学界对巴赫金文本的开采

与注疏; 可从俄文版、英文版、中文版 4 种《巴赫金

研究》( 文选) 看新世纪以来国际学界对“巴赫金

学”成果的梳理与集成。

三

从“巴赫金年会”看新世纪以来国际学界对

巴赫金理论的解读与征用。新世纪第一届国际巴

赫金年会( 波兰，格丹斯克大学，2001 年 7 月 23
27 日) 。会 后，波 兰 著 名 巴 赫 金 专 家 鲍 古 斯 拉

夫·祖尔科( Boguslaw Zylko) 编选了这届年会论

文选《巴赫金与其学术氛围》( 2002) 。
新世纪第二届国际巴赫金年会( 巴西，库里

蒂巴，2003 年 7 月 21 25 日) ，来自 19 个国家的

184 位学者与会，工作语言为葡萄牙语、西班牙

语、英语、俄语; 巴西年会的一个亮点是语言学。
新世纪第三届国际巴赫金年会( 芬兰，于韦

斯屈莱大学，2005 年 7 月 18 22 日) ，来自 20 个

国家的 90 多位学者与会，工作语言为英语、俄语。
俄罗斯巴赫金学的主将鲍恰罗夫、马赫林、尼古拉

耶夫、瓦西里耶夫、波波娃等 11 位与会。会间，举

行了题为“巴赫金学的未来”的圆桌会议。芬兰

年会的亮点是当代国际巴赫金学的元老几乎全都

与会。
新世纪第四届国际巴赫金年会( 加拿大，伦

敦城，2008 年 7 月 28 8 月 1 日) ，来自 23 个国家

的 100 多位学者与会; 这届年会的主题是讨论“巴

赫金小组”的学术探索。③工作语言为英语、俄语、
法语。

新世纪第五届国际巴赫金年会( 意大利，贝

尔蒂诺罗城，博洛尼亚大学，2011 年 7 月 4 8 日，

来自 23 个国家的 100 多位学者与会。时任罗马

大学客座教授的美国巴赫金学者凯特琳娜·克拉

克( Katarina Clark) 出席这届年会; 这届年会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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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特色是同声翻译全覆盖，同时用三种语言( 俄

语、意大利语、英文) 。
新世纪第六届国际巴赫金年会( 瑞典，斯德

哥尔摩，皇家艺术学院，2014 年 7 月 23 27 日) 。
这届年会的主题是“作为实践的巴赫金: 学术生

产，艺术实践，政治激进主义”。来自不同国度的

150 多位学者与会。会议安排的主旨发言，有美

国学者凯瑞尔·爱默森的《巴赫金与演员: 主要

以莎士比亚为例》，意大利学者奥古斯都·蓬佐

的《巴赫金论科学、艺术、政治与实践》，英国学者

加林·吉哈诺夫( Galin Tihanov) 的《“世界文学”
历险记: 巴赫金与俄罗斯形式主义回顾》。未能

与会的俄罗斯学者谢尔盖·鲍恰罗夫为本届年会

准备的特别演讲《哲学家巴赫金与语言学家巴赫

金》。
这届年会安排了 48 场专题分会。这些分会

的主题有“巴赫金与神学”“巴赫金的学习原理”，

“巴赫金论( 民族) 政治学”，“颇成问题的若干巴

赫金所用概念”，“巴赫金与复调: 他者的在场”，

“巴赫金对公众性与公共空间的分析”，“巴赫金

的言语体裁理论与文化语用学”，“巴赫金的言语

理论与其研究古典修辞学的方法”，“‘我’与‘他

者’: 巴赫金交往语言学核心”，“巴赫金与文学理

论”，“‘南部欧洲’对巴赫金的接受”，“巴赫金的

理论与歪曲、篡改: 关于对话论的历史符号学”;

“巴赫金与语言理论”，“巴赫金、神学与马克思主

义”，“跨文化学习与语言”，“异见的政治文化: 对

狂欢化认同之历史性的细察与异见之语言、音乐

与电影中的巴赫金对话主义”; “狂欢艺术”，“巴

赫金、当代社会运动与全球民主斗争”，“巴赫金

与公民教育”，“巴赫金与哲学问题”，“美学理论

与实践”( 以巴赫金的理论来阅读马列维奇的艺

术方案，艺术即席创作中巴赫金的对话学说与狂

欢学说) ，“以巴赫金学派的理论来进行诗歌阅读

与教学”，“巴赫金与语言研究”，“怪诞与对话论:

用巴赫金的理论来看艺术”，“当代艺术与狂欢

化”( 当代音乐中巴赫金的狂欢化与讽拟) ，“从

前: 巴赫金与儿童文学”，“巴赫金、疗法与呵护”
( 在音乐治疗领域里即席创作中巴赫金的学说

“对话与狂欢”) ，“巴赫金与笑文化”( 巴赫金的

笑哲学语境中当代乌克兰的幽默文化) ，“巴赫

金、诙谐与怪诞”，“精神分析实践与巴赫金的理

论”，“巴赫金论所谓下等人”，“巴赫金与社会批

判”，“巴赫金的政治理论”( 作为哈贝马斯的公共

领域之选项的巴赫金的公共空间概念) ，“巴赫金

的理论与学校教育实践”，“巴赫金与本维尼斯

特: 在有关主体与阐释 ( 意指) 概念上可能的交

接”( “巴赫金与本维尼斯特笔下的意指: 一个出

发点，两个构型”，“巴赫金与本维尼斯特: 关于意

指与意思上的交接”，“巴赫金与维戈茨基: 自我

与他者之地位”。
瑞典年会的议题可谓斑驳杂多。从这些议题

可以看出，巴赫金的哲学理论、美学理论、文学学

理论、语言学理论等“巴赫金学”中的传统论题，

现如今继续受到国际巴赫金学者关注与研究; 同

时，巴赫金与教育学、心理学、政治学、文化学、与

艺术、与医学、甚至与心理保健的关联，也成为今

日“巴赫金学”的话题。国际学界对巴赫金理论

的研究既在走向人文研究的纵深层面，也在走向

泛文化研究之无边的解读与无界的征用。
瑞典年会上，国际巴赫金学界 5 位元老再次

发声: 俄罗斯的鲍恰罗夫、德国的拉赫曼( Renate
Lachmann) 、意大利的蓬佐、加拿大的汤姆逊、美

国的爱默森; 五位中年学者十分活跃，引人注目:

英国的吉汉诺夫、布兰迪斯特、加拿大的赫施考

普、俄罗斯的波波娃、芬兰的拉赫汀马基。老一辈

巴赫金研究者仍在耕耘不辍，中年一代的巴赫金

学者风头正健。
应大会组委会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

学研究所周启超、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汪洪章、南京

大学外语学院王加兴、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夏

忠宪、中华女子大学陈涛等五位中国学者各自向

瑞典年会提交了论文并赴斯德哥尔摩与会。这是

中国学者首次组团出席在西方举行的国际巴赫金

年会。

四

从俄文版《巴赫金文集》看新世纪以来国际

学界对巴赫金文本的开采与注疏。《巴赫金文

集》，六卷 7 册，莫斯科，俄罗斯辞书，斯拉夫文化

语言，1996 2012; 在长达 16 年里，谢尔盖·鲍恰

罗夫 领 衔 的 团 队———С． 阿 韦 林 采 夫 ( С． С．
Аверинцев) ，С． 鲍恰罗夫( С． Г． Бочаров) ，Л． 戈

戈吉什维里( Л． А． Гоготишвили) ，Л． 杰留金娜

( Л． В． Дерюгина) ，В． 柯日诺夫( В． В． Кожино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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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 里亚普诺夫( В． В． Ляпунов) ，В． 马赫林( В． Л．
Махлин) ，Л． 梅里霍娃( Л． С． Мелихова) ，Н． 尼

古拉耶夫( Н． И． Николаев) ，Н． 潘科夫( Н． А．
Паньков) ，④И． 波波娃( И． Л． Попова) ，以其对

哲学、语言学、文学学诸学科的穿越，对巴赫金的

全部文本进行重读、重新核校、注疏。厚重的大部

头的六卷七册编出来了，每一卷都有篇幅甚大的

附录。
卷一:《20 世纪二十年代的哲学美学》，2003，

957 页; 谢·鲍恰罗夫与尼·尼古拉耶夫编。该

卷收入巴赫金早年写的、在生前不曾刊发的哲学

论 著。这 些 论 著 在 巴 赫 金 去 世 之 后 的 刊 发

( 1975，1979，1986 ) 在版本学上是不完备的。现

在这个版本采用的文本，据手稿进行了核对，增补

了一些新的片断。这一卷正文 237 页，注释则有

535 页。
卷二:《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论托尔

斯泰·俄罗斯文学史讲座笔记》2000，799 页; 这

一卷由 С． 鲍恰罗夫、Л． 梅里霍娃编; 收录论陀思

妥耶夫斯基的专著第一版———《陀思妥耶夫斯基

创作问题》( 1929) ; ⑤论列夫·托尔斯泰创作的 2
篇文章; 附录里刊发了 Р． М． 米尔金娜当年所作

的“巴赫金的俄罗斯文学史讲座”笔记 ( 1922
1927) 。

卷三:《长篇小说理论》( 1930 1961) ，2012，

880 页; С． 鲍恰罗夫与 В． 柯日诺夫编。该卷首次

全面地收录 20 世纪 30 年代里巴赫金所写的长篇

小说理论方面的论著，从长篇小说的文体修辞问

题到这一体裁的基本哲学问题。巴赫金论长篇小

说的 4 篇主要论著最早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发

表过，现在收录在第 3 卷里的则是“已知著作的新

文本”———这些文本都根据巴赫金文档里的手稿

作了核校; 这一卷还刊布了与长篇小说这一主题

相关的大量的文献资料。
卷四: 巴赫金论拉伯雷一书及其相关史料，

Л． 波波娃编。⑥该卷分为两册。第 1 册: 《现实主

义历史上的弗朗索瓦·拉伯雷( 1940 ) ·论拉伯

雷一书的材料( 20 世纪三十年代 五十年代) ·注

释与附录》，2008，1 120 页。这一册刊布了 20 世

纪 30 50 年代的文本与资料: 文本与资料各占全

书篇幅的一半。除了 1944 年的那篇文章，巴赫金

的这些文本在这里都是第一次刊布。注释部分有

《拉伯雷》的写作史: 1930 1950; 附录部分有四

种: 围绕《拉伯雷》的命运 20 世纪四十年代里巴

赫金的通信; Б． В． 托马舍夫斯基与 А． А． 斯米尔

诺夫当年为巴赫金的《拉伯雷》一书给国家文学

出版社写的鉴定意见( 1944 ) ; 巴赫金当年以《现

实主义历史上的拉伯雷》进行学位答辩的材料

( 1946 年 11 月 15 日) ; 苏联最高学位委员会对巴

赫金学位论文的审查材料( 1947 1952) ; 第 2 册，

《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以及文艺复

兴时期的民间文化·拉伯雷与果戈理( 话语艺术

与民间笑文化) 》，2010，752 页; 第 2 册刊布的是

巴赫金论拉伯雷那部书的第 3 版《弗朗索瓦·拉

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

化》( 1965) ;《拉伯雷与果戈里》( 1940，1970 ) ; 注

释与附录部分有《拉伯雷》在 20 世纪六十年代的

写作史，有对这部书自 20 世纪三十年代的草稿直

至 1965 年的版本中基本思想与概念的历史的梳

理; 这部书的写作所采用的那些资料、它的“对话

化的背景”、它的基本术语( “狂欢”“梅尼普”“哥

特式( 怪诞的) 现实主义”“笑文化”) 的起源与意

义，在这里均得以重建与复原。
卷五: 《20 世 纪 四 十 年 代—六 十 年 代 初 论

著》，1996，第 732 页; 该卷是最早出版的一卷，С．
鲍恰罗夫与 Л． 戈戈吉什维里编; 该卷收录巴赫金

学术生涯中最少为读者所知的一段岁月即 20 世

纪 40—60 年代初的论著。其中的许多文本在这

里首次刊布; 之前已经刊发的文章也是以新的文

本与新的结构在这里呈现: 编者根据巴赫金文档

里的手稿，对这些文本进行了校核。整卷堪称文

献性的。全书文本 378 页，注释 354 页; 这里的文

本( 除了 1954 年刊发在报纸上的一篇短文) 在作

者生前均未刊发。
卷六:《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20 世纪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论著》，2002，800 页。С． 鲍

恰罗夫与 Л． 戈戈吉什维里编，收录巴赫金晚年的

论著。其主体是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部专著的

增订版( 1963 ) 与 20 世纪 60 年代—70 年代初巴

赫金的 4 本工作笔记。这几本笔记在这里首次得

以全部刊发。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С． 鲍恰罗夫在其对《陀

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的注释里，披露了这部

著作 1963 年面世时在苏联文艺界引起的“震惊”
之具体细节: 双重意义上的“反响”: 意识形态上

的、学术研究上的。巴赫金当年对学界所有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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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不曾有什么回应。在其一生最后十年里，他

坚持自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观，在复调理论上则

一往直前地继续思考; 他对这一理论不仅没有即

便是局部的放弃，且也不曾尝试与其论敌进行妥

协。在 1971 年接受波兰记者波德古热茨的访谈

时，巴赫金完全肯定自己的见解。在巴赫金 70 年

代初的笔记里，会发现他对复调说之潜在能量的

钟情，会发现其理论的激进主义在晚年更为剧烈

( 鲍恰罗夫等 499 505) 。
Л． 戈戈吉什维里在其对巴赫金第 3 本笔记

的注释中，细致地梳理了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

文学学界对巴赫金的复调说进行批评的具体细

节。同样精细而到位的注疏，还见之于“外位性”
( Л． 戈戈吉什维里) 、“构造学”( B． 里亚普诺夫) 、
“参与性”( 应分的参与，有分担的参与、参与而应

分的自由，B． 马赫林) 等核心话语的注疏。
新一代巴赫金学者在老一代巴赫金专家( 鲍

恰罗夫、阿韦林采夫、柯日诺夫等) 的带领下，以

巴赫金文本为据点，致力于重构巴赫金思想所由

生成的时代的学术语境，而进入巴赫金学说的思

想史、概念史、话语史的建构，使得巴赫金理论遗

产的开采与整理进入成果丰硕的收获季。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 《文学问

题》⑦的编辑何以怀着兴奋的心情祝贺《巴赫金文

集》终于出齐而宣称: 从今往后，不仅可以阅读巴

赫金，而且可以真正地研究巴赫金了，也就是说，

可以新的视界去理解去“运用”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理解: 多年研

究巴赫金的塔玛尔钦科何以在其最后一部书里声

称: 我 们 正 处 于 巴 赫 金 遗 产 研 究 新 阶 段 的 前

夕———摆脱过分的评价性与文学、哲学思想领域

里时髦风气的影响，而去“深思熟虑而客观地”考

量巴赫金的文本。
显然，俄文版《巴赫金文集》以其对巴赫金文

本如此精细的注疏，以其对巴赫金思考的语境如

此有深度的开采，会将巴赫金理论的研究推向纵

深，会使“巴赫金学”更上一层楼。
耐人寻味的是，在现在已出齐的这部俄罗斯

科学院版六卷本《巴赫金文集》中，不再有其著作

权“有争议的”那几部著作———《弗洛伊德主义批

判》《文学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与《马克思主义

与语言哲学》。也许，正是由于不收录这几部著

作，原计划出 7 卷的《巴赫金文集》现在且以六卷

竣工了。

五

从 4 种《巴赫金研究》( 文选) 看新世纪以来

国际学界对“巴赫金学”成果的梳理与集成。新

世纪伊始，彼得堡“俄罗斯基督教人文学院出版

社”在“俄罗斯之路”丛书里推出俄文版二卷本

《巴赫金研究文选》: 《巴赫金: 赞成与反对: 俄罗

斯与世界人文思想界评价中的巴赫金的个性与创

作》( 文选) ，康斯坦丁·伊苏波夫( Константин
Исупов) 编选，2001 2002; 这部文选共有 1264
页。第一卷《巴赫金: 赞成与反对: 俄罗斯与世界

人文思想界评价中的巴赫金的个性与创作》第二

卷《世界文化语境中巴赫金的创作与遗产》。俄

文版两卷本《巴赫金文选》启动于 1997 年。所收

入的巴赫金研究成果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直

至巴赫金诞辰百年前后国际“巴赫金学”的巅峰

时刻，时间跨度大，资料丰富。
英语世界的巴赫金研究，较俄语世界的巴赫

金研究在时间上要短得多: 它起步于 20 世界 80
年代，但英语世界的巴赫金学的发展十分迅猛，巴

赫金研究论著的数量之大令人惊讶。2003 年，英

文版四卷本《巴赫金研究文选》———《米哈伊尔·
巴赫金》由 SAGE Publications Ltd 作为“现代社会

思想大师传奇”丛书之一推出。这部 1624 页的文

选，由 加 拿 大 巴 赫 金 专 家 米 歇 尔 · 伽 丁 勒

( Michael E． Gardiner) 编选。这部文选内容丰富，

覆盖了对巴赫金这位俄罗斯著名的社会学家与文

化学理论家的贡献与重大意义的研究，当然也包

括“巴赫金小组”其他核心成员，尤其是沃罗希洛

夫与梅德韦捷夫。文选收录 85 篇论文，按主题进

行组编，以期为巴赫金思想以及其核心观念的解

读提供语境基础，包括对于巴赫金著作中核心观

念( 狂欢、对话、时空体) 以及美学与伦理学思想

的考察，围绕巴赫金著作而展开的重要争论与阐

释; 巴赫金与其他重要的社会文化理论家，与福

柯、德里达、哈贝马斯以及葛兰西的比较; 在诸如

人类学、地理学、文化研究与心理学这些如此不同

的领域里对于巴赫金思想的解读与征用。这部文

选，立意为读者提供关于巴赫金理论之最好的解

读，以丰富我们对这位多产而多面的人物的理解，

这个人物的贡献延伸覆盖到文化研究、语言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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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哲学、社会学以及其他领域。
从英文版四卷本《巴赫金文选》所选的论文

的题目来看，巴赫金理论之跨学科的影响已然是

无处不在，或者说，国际学界对巴赫金理论的征用

已然进入无边无界的状态了。
在两卷本俄文版《巴赫金研究文选》与四卷

本英文版《巴赫金研究文选》问世若干年之后，俄

文版一卷本《米·米·巴赫金》( 评论文选) 于

2010 年在莫斯科与读者见面了。这部评论文选

440 页，是“20 世纪下半期俄罗斯哲学”丛书之

一，由 В． Л． 马赫林编选，由俄罗斯政治百科出版

社推出的。编选者声明，这部评论文选并不是要

全面展示 20 世纪俄罗斯思想家、文学理论家与人

文科学“知识形构者”巴赫金的创作接受史，宁可

说是要显示上世纪前半期产生、后半期被消费的

巴赫金那些思想之动态的接受进程。因而，历史

的流变成为这部文选的基本维度。⑧

新世纪以来这 15 年里，国际“巴赫金学”在

学术交流、巴赫金文本的系统开采与注疏、巴赫金

研究成果之全面清理与集成这几个方面的收获，

都是十分丰硕的。
新世纪以来这 15 年来，中国的巴赫金研究一

直处在国际“巴赫金学”前沿。以巴赫金为主题

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定期举行: 2004 年 6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理论研究中心”与湘潭

大学联合举办“巴赫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来

自俄罗斯的三位著名巴赫金专家应邀与会; 2007
年 10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理论研究中心”
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跨文化视界中的巴赫

金”研讨会，来自法国、意大利、俄罗斯的巴赫金

专家应邀与会; 2012 年 5 月，全国“外国文论与比

较诗学研究会”与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举办“斯

拉夫文论与比较诗学: 新空间、新课题、新路径”
国际学术研讨会，巴赫金文论成为会议重要议题

之一，来自俄罗斯、乌克兰、爱沙尼亚、波兰、捷克

5 国的 7 位巴赫金专家应邀与会; 2014 年 11 月，

全国“巴赫金研究会”与南京大学联合举办“跨文

化话语旅行中的巴赫金”国际研讨会，100 多位国

内外巴赫金研究者与会。这些年来，中国学界对

巴赫金文本系统地有规模的翻译工作不断推出新

的成果———7 卷本《巴赫金全集》于 2009 年如期

面世; 中文版《巴赫金研究》( 文选) ———《跨文化

视界中的巴赫金丛书》，2004 年开始酝酿，2009 年

全面 启 动，2011 年 基 本 完 成 各 卷 编 选 与 翻 译;

2012 年又增补了个别重要译文。《跨文化视界中

的巴赫金丛书》分为 5 卷，由《俄罗斯学者论巴赫

金》《欧美学者论巴赫金》《中国学者论巴赫金》
《访谈 与 笔 谈: 对 话 中 的 巴 赫 金》《剪 影 与 见

证———当代学者心目中的巴赫金》组成。
《俄罗斯学者论巴赫金》选收文章 28 篇，其

时间跨度为 80 年( 1929 2009) ，以卢纳察尔斯基

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多声部性”》开篇，以波

波娃的《论“狂欢》作结。这里，有巴赫金与符号

学，有巴赫金与社会学，也有巴赫金与形式主义;

有巴赫金与对话理论，也有巴赫金与狂欢化理论;

有巴赫金与作者理论，也有巴赫金与文本 /作品理

论; 有巴赫金与美学理论，也有巴赫金与语言学理

论; ⑨有巴赫金“发现者”与追随者对巴赫金的解

读，也有巴赫金质疑者与反对者的辩驳。
《欧美学者论巴赫金》选收文章 20 篇，其时

间跨度为 40 年( 1967 2007 ) 收入的译文按照时

间顺序排列: 译自法文的茱莉娅·克里斯蒂娃的

文章，克洛德·弗里奥的文章; 译自德文的汉斯·
罗伯特·尧斯的文章; 译自英文的保罗·德·曼

的文章; 译自意大利文的维托尼奥·斯特拉达的

文章; 译自英文的迈克尔·霍奎斯特的文章、克里

夫·汤姆森的文章，特里·伊格尔顿的文章、迈克

尔·霍奎斯特的文章、加里·索尔·莫森与凯瑞

尔·爱默森的文章、戴维·洛奇的文章、大卫·谢

泼德的文章，译自法文的茨维坦·托多罗夫的文

章; 还有译自英文的加林·吉哈诺夫的文章《巴

赫金、卢卡契与德国浪漫派》、译自德文的沃尔

夫·施密 特 的 文 章《叙 事 交 流 中 的 对 话 性》，

等等。
《中国学者论巴赫金》选收论文 36 篇。原计

划出两卷。因篇幅有限压缩为一卷，且限定为学

外文出身、以外国文学研究为专业( 主要是俄苏

文学、英美文学、法语文学) 的学者所写的巴赫金

研究论文，其时间跨度为 30 年( 1981 2011) 。这

里有老一代学者研究巴赫金的力作，如夏仲翼、钱
中文、吴元迈、彭克巽、白春仁、张会森、胡壮麟的

文章，也有中青年学者研究巴赫金的佳作，如董小

英、张杰、夏忠宪、凌建侯、萧净宇的文章。在当代

中国英美文学研究界研究巴赫金的论文中，这里

选收的有赵一凡、黄梅、刘康、宁一中、罗婷、肖明

翰、汪洪章等人的文章。在当代中国法语文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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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界研究巴赫金的论文中，这里选收的有吴岳添、
史忠义、秦海鹰、钱翰等人的文章。这些论文从不

同视界不同层面展开巴赫金研究，体现了当代中

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界对巴赫金文论开采的水平与

深度。体量更大的中国文学界、语言学界、哲学

界、美学界的巴赫金研究论文，由于篇幅有限不得

不割爱。
这套中文版《巴赫金研究》( 文选) ，还以一卷

《访谈与笔谈: 对话中的巴赫金》、一卷《剪影与见

证: 当代学者心目中的巴赫金》来多角度呈现“巴

赫金世界”中的一些珍贵史料与重要资料，力图

建构出鲜活的、立体的巴赫金形象，其立意在于努

力重构出巴赫金的思想学说在其中得以孕生的历

史氛围、时代语境、文化场。
这套中文版《巴赫金研究》( 文选) ，在 2014

年金秋时节，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在“跨文化话语

旅行中的巴赫金”国际研讨会( 南京，2014 年 11
月 14 17) 会上隆重推出。历时十年精选精译精

编 5 卷本《跨文化视界中的巴赫金丛书》，对国际

“巴赫金学”成果进行了多方位的吸纳，有深度的

开采，充分地体现出国际“巴赫金学”成果的精

华。她的面世，已被俄罗斯学者们称为当代世界

文论界的一个“事件”，被钱中文先生誉为当代中

国文论界的一个“创举”。阅读这套 5 卷本的《巴

赫金研究》( 文选) ，有助于全面地检阅巴赫金文

论之跨文化旅行的印迹，更深入地走进以巴赫金

思想学说为“震源”的当代文论跨文化旅行的历

史氛围、时代语境、文化场。
我们认为，进入特定的历史语境，才能将巴赫

金理论的解读与应用不断推向纵深。面对立体的

巴赫金形象，才能使“巴赫金学”行进在守正创新

的大道上。我们相信，置身于巴赫金的学说孕生

于其中的那个文化场，巴赫金理论之跨文化旅行

的思想能量才有可能获得充分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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