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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文学伦理学批评于 2004 年由中国学者聂珍钊提出，之后迅速发展

成为被中国乃至世界学界认可并广泛使用的文学批评理论与方法。为进一步

推进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东亚地区的传播与发展，笔者受邀组织本期专栏，聚

焦伦理身份、伦理选择、伦理环境等文学伦理学批评核心术语，从理论构建

和批评实践的角度探讨文学伦理学批评是如何对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东亚

文学研究发挥作用、提供理论支持的。本文尤其强调由英国国家学术院外籍

院士、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聂珍钊教授提出的有关“文学批评的计算分析转

向”相关观点，并组织专栏文章做出回应。另外，本文还尝试以“消极感受

力”为视角，分析日本当代文学中较具代表性的作品：深泽潮的《绿与红》、平

野启一郎的《那个男人》和町田宛子的《52 赫兹的鲸鱼们》，以此探讨日本

文学与文学伦理学批评深度结合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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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0 月，受浙江大学世界文学跨学科研究中心邀请，我通过线

上方式为浙大学生作了三次专题讲座。讲座以“消极感受力”（Negative 
capability）为切入点，迭进式解析了日本当代文学中较具影响力的三部作品：

深泽潮（Ushio Fukuzawa）的《绿与红》（『緑と赤』，2015）、平野启一郎

（Keiichiro Hirano）的《那个男人》（『ある男』，2018）和町田宛子 1（Sonoko 
Machida）的《52 赫兹的鲸鱼们》（『52 ヘルツのクジラたち』，2020）。“消

极感受力”通常指个体在面对不确定性、困境或痛苦时，能够承受并接纳这

种消极情绪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包括对外部困境的承受力，也涉及对内心

复杂情绪的理解和反思。在叶芝（W.B. Yeats）诗歌研究中不乏以“消极感受

1  日文标记为“町田そのこ”。由于日文姓名的名字部分为日文假名“そのこ”，无对

应日文汉字，所以，按翻译习惯从假名对应的日文汉字中选取常用汉字“宛子 ”，作为日

文名字部分的中文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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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为视角展开的著述，同样，“消极感受力”也可以成为理解日本当代文学，搭

建文学伦理学批评与日本文学研究深度融合的路径之一。

在筹备讲座时，我发现三部小说的主人公均处于一种“无法得出答案”的

境地。例如《绿与红》的主人公知英（Chiyoung），她是第四代在日韩国人。伴

随着自我意识的成长，知英愈发感觉到自身日本人身份与韩国人身份之间的

拉扯，无法在“是 A 还是 B”中做出选择，甚至陷入自我认同和文化认同危

机中痛苦不已。事实上，知英面临着与莎士比亚笔下人物哈姆雷特相同的伦

理困境，即“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在日益成熟的理性意识的

驱使下，知英难以在两个道德选项——出生地兼成长地日本与血脉根源所在

的祖国韩国——之间做出果断抉择。因为无论选择哪一项，在伦理上都会导

致另一项违背伦理，即：选择是道德的，但一旦选择就是不道德的，从而造

成她沉湎于理性的思考而无法采取行动。1实际上，不选择亦是一种选择。从“消

极感受力”的角度来看，较于从 A 或 B 中仓促作出选择而言，个体在两个选

项之间不断试探与试错，通过感知、认知和理解负面情绪以提高应对能力，这

或许更有助于个体在未来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从作家创作的角度来看，作

家提出问题但不给出或不急于给出答案，这种叙事策略能够引导读者深化对

人类普遍处境的理解，培养多元而非单一的思维方式，即一种“开放性脑文

本”2，以此帮助读者适应当今伦理取向日益多元的日本后现代社会，实现文

学教诲功能。

然而，伴随着深入思考，我又察觉到“无法得出答案”实则涵盖另一种

情形，即“根本无法找到答案”。不少文学作品将对已故人物的探寻作为叙

事主线，试图把握逝者生前的思维模式，这无疑是徒劳的。即便如此，人们

依然执着于寻求一个结果，这极易使人陷入另一种境地，即：不得不接纳或

许并非正确答案的答案。例如《那个男人》中的“妻子”，在丈夫意外离世

之后，她才发现所谓的“丈夫”实际是冒用他人身份的陌生人。“妻子”委

托他人展开调查，但“丈夫”已逝，真相或许永远停留在推测的层面。诚然，当

个体遭遇突如其来的打击时，具有较高消极感受力的人通常更容易体验到负

面情绪，这可能导致他们在心理上感受到更大的不适或沮丧，但这种情感的

深度体验也可能成为一种契机，使他们以更理性的视角认识和应对负面事

件。小说中的“妻子”最终接受了“推测”，并非因为“推测”本身令人信服，而

是她逐渐意识到，寻找过程的意义远大于最终的结果。事实上，小说标题《那

个男人》早已暗示了这一点：“那个”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并非指向“男人”的

1  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2  参见 任洁：“《寻羊冒险记》中的“羊”与隐喻脑文本的建构机制”，《外国文学》

2（202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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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而是他的身份。人总是生活于一定伦理环境之中，伦理环境赋予身份

以浓厚的伦理意蕴，因此从本质上说人的身份即伦理身份。1 文学伦理学批评

重视身份的伦理性，强调以社会为场域、以伦理为尺度，揭橥身份主体在社

会中所处的位置及由身份赋予的责任与义务。在小说中，不论在此前的人生

中“那个男人”是“谁”2，至少在家庭场域中，他履行了作为丈夫和父亲应

履行的责任和义务，那么他就是“妻子”的丈夫、孩子们的父亲。

在第三部小说《52 赫兹的鲸鱼们》中，主人公贵瑚自幼饱受父母虐待，对

人生充满绝望。后来，她遇到了给予她生之希望的安吾，但安吾自身也深受

跨性别身份的困扰，选择以自杀方式结束生命。安吾的离去令贵瑚深感自责，她

无力拯救对自己至关重要的人，只能在无尽思念中痛苦挣扎。贵瑚所面对的

不是“是 A 还是 B”的两难选择，也不是“根无法找到答案”的无解之问，而

是一种预设的、既定的事实。就如同“52 赫兹的鲸鱼”，因独特的 52 赫兹发

声频率，从出生之际便注定无法与同类交流，成为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不

难发现，在各国文学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类似“贵瑚”的人物形象。例如悲

剧《俄狄浦斯王》中的俄狄浦斯，他无法逃避神所安排的命运——杀父娶母。然

而，“命运只是表明某种事情必然会发生”，但不意味着其结果一定指向悲

剧，因为结果“不是由命运决定的，而是由发生的事情的性质决定的”（Nie 
111）。在这一过程中，消极感受力依然能够发挥作用，促使个体通过自我探

索和自我反思重获新生。

显然，能否承受上述三种困境所带来的重压，不仅仅取决于运气的好坏，更

为关键的要素在于个体努力以及周围是否存在有力的支持者。在《绿与红》

中，主人公知英的挚友梓宛如一盏明灯，在知英深陷身份认同困境、迷茫无

措之时给予她慰藉与支撑；在《那个男人》中，律师城户凭借专业能力与共

情心理，帮助理枝在探寻亡夫过往、直面生活变故的艰难旅程中稳步前行；

而在《52赫兹的鲸鱼们》中，贵瑚的朋友见晴同样在贵瑚被“幸存者负罪感”苦

苦纠缠、几近绝望之际，伸出援手。在现代日本文学中，人与人之间相互扶持、共

克时艰的主题常常成为创作的重点。这不仅反映了人性在困境中的光辉，也

揭示了他者在个体成长与心灵救赎过程中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如前文所述，近期我一直专注于对日本文学与文学伦理学批评内在关联

的思考。我计划将这些零散的观点进一步梳理与整合，使之最终成为一篇逻

辑严谨、结构完整的学术论文。我对这篇论文的完成充满期待。

笔者受邀组织本期专栏，专栏文章既包括对文学伦理学批评基础理论和

主要观点的探讨，又涵盖对核心术语如伦理环境（ethical environment）、伦

理身份（ethical identity）、伦理选择（ethical choice）、伦理两难（ethical 
dilemma）等的应用，表现出跨时代、跨国别、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特色。其

1  参见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London: Routledge, 2023, 194-196.
2  律师推测他是杀人犯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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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梁诚允（Seong-Yoon Yang）和严泰雄（Tae-Ung Eom）的论文“前近代 1

韩日社会小说中的伦理叙事与批评——以‘毁节’和‘殉情’主题为中心”，考

察了朝鲜世态小说和日本浮世草子的叙事策略与伦理主旨。论文认为，这两

种文学传统为被边缘化且缺乏话语权的个体提供了文学表达的平台，进而对

等级森严的社会进行批判，引发对人与人之间“关系构建”等问题的探讨。特

别值得关注的是李相赫（Sanghyuk Lee）和郑有珍（Eugene Chung）的论文“日

本科幻文学主题转变研究：基于 BERT 的主题建模框架下伊藤计划与哈娜·任

的作品分析”。该论文采用数字人文研究方法，基于 BERT 进行主题建模和

文本挖掘，探讨日本科幻文学的主题演变，试图在文学计算批评与传统文学

批评之间架起桥梁。这无疑是对英国国家学术院外籍院士、欧洲科学院外籍

院士聂珍钊教授于2024年提出的“文学批评的计算分析转向”的一种有效回应。

2024 年 12 月 13 日浙江大学世界文学跨学科研究中心举办紫金港跨学

科国际讲坛第五届青年领航论坛暨“文学计算批评与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学研

究”学术研讨会。聂教授在题为“从文学伦理学批评到文学计算分析批评”的

主旨发言中指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基础始终与科学选择紧密关联，而

文学计算批评作为其新的发展方向，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将有力推动文学研究

的科学化转向。文学计算批评综合运用多种先进技术手段，深入挖掘和精准

分析文学作品，将传统的主观文学批评转变为科学的计算分析模式，为文学

研究开创了全新的视角和方法论。此外，聂教授还深入阐述了文学计算批评

的原理，明确指出计算机处理文本依靠二进制编码实现高效的人机交互，而

文本数字化则是文学计算批评得以实施的关键前提。计算批评的内容涵盖词

语统计、人物统计（包括人物背景、选择活动等丰富维度），通过细致入微

的分类统计，将文学作品转化为数据形式，从而为更加精准的文学分析与评

价提供有力支撑。

会上，浙江大学世界文学跨学科研究中心主任杨革新教授对聂教授的发

言做出回应。他谈到，计算批评作为数字人文研究的重要分支，为文学研究

提供了强大处理工具和崭新研究范式，在大数据技术的加持下将文学计量研

究推向新的高度。然而，当前计算批评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一是来自传统

文学研究领域的质疑与批评，面对新兴的计算批评，要摒弃非此即彼的对立

思维，持开放与积极探究的态度，计算批评并非要颠覆或取代传统批评，而

是与之相辅相成，共同挖掘文学的丰富性；二是计算批评自身存在着诸多问

1  在日本历史的演进历程中，就时代划分维度而言，通常明治维新被视作具有划时代意义

的关键节点。以此为界，江户时代普遍被划定为近世范畴，而明治时代及其后续延展的时

代则一并被归类为近代。日本文学史同样遵循类似的划分逻辑，明治维新以前的时段被定

义为古典文学阶段，自此往后的时代则被冠名为近代文学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在古典文

学体系架构内，近世文学所处地位较为特殊，其扮演着从传统迈向近代的过渡角色，故而

常被界定为前近代文学，承载着衔接不同文学发展阶段、传承与变革文学风貌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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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计算批评确实具备突破认知局限以产生新见解的潜力，但数据库建设尚

不完备、文本分析模型不够精确等问题可能会导致一些误判和误读。因此，在

从事计算批评时，相关领域专家的交流与合作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分享专业

知识和经验，人文学者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和掌握计算批评的相关知识，致力

于计算批评的研究者也可以借此建立更加准确恰当的分析模型。

不可否认，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世界文学研究领域具有令人惊叹的前瞻

性、革命性与前沿性。聂教授强调的“文学批评的计算分析转向”，不仅推

动了文学理论的革新与进步，更为式微的人文研究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和广

阔空间。基于此，我组织本期专栏，衷心希望这些经过深入研究与精心雕琢

的论文成果，能够成为日本文学与文学伦理学批评深入对话的契机，从而进

一步推动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东亚地区的传播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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