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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文化與文學現象
——在澳門比較之研究的展望

Ana Paula Laborinho＊

（柯天蓮譯）

一、文學及文化間之比較研究

在討論雙語問題上，有必要對不同文化間之關係及其複雜性在融滙眾多文化

的社會裏所引起之作用進行反思。

事實上，把澳門與其它地域的文化合併起來研究是十分平常的，它證明了我

們短暫的生活實踐體驗。但與此同時，造就一個保持活躍之文化滙聚地的野心與

夢想。就讓人類學家、社會學家與哲學家去解釋有關澳門種族混合與文化共存的

問題。一直以來，從事的某些研究與總結並不是白費的，它對這地區出現珍貴與

重要的文化源流作了肯定 。

在此，本人想就文學與文學研究提出幾點，並重點強調澳門如何訂定可有別

於世界其他地區的方向。當然，我們承認文學、語言與文化都不是重複的三個槪

念。但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各有共同的趨向：建立語言與文學間之相同性，從而

產生一個十分廣泛的國家文學的槪念，正因如此，輕視了各文化槪念產生的相異

處。這是一個特別有關涉及殖民擴張的國家的文學問題，在那些國家出現使用同

一語言的文學作品，但擁有與母體文學相異的特徵。正如現今我們把葡萄牙文學

從包括多種非洲文學的葡語文學中區別出來。而這些非洲國家的文學亦有別於巴

西文學，因它已完全擁有其獨立性 。

＊澳門比較文學協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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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都證明了如文學般的一片外表單純的土地上也建立了與政治方面極深厚的

關係，所以，無論任何情況將有助於訂定國家的範圍。我們並不停留於這廣大而

未明朗、且與獲得共識還頗爲遙遠的問題上，我們必須從文化組成、語言使用、

“作者選擇”的國籍作標準，及有較合理的文化傳媒爲原則，反映在模擬式樣的

文化體系上產生的異同來訂定文學國籍① 。

除了在國家文學的定義上出現爭議外，有必要注意多文化社會問之比較，這

比較產生了我們一般稱爲文化混合體的異同。倘若我們分析澳門的某一類文學（

從今天較普遍的Cami l o Pe s s anha開始，上世紀末的 Ad o l f o L ou r e i r o，

S am Bruno， S an t ′E lmo，J aime do l nso，至最近的散文家Senna Fer－

nandes 或一些Ondi na B r aga 的作品），總結出：與葡萄牙文學模式相比下

存有一些差異，而且這些差異不僅限於主題上。

以澳門文學這概念進行研究是過份冒險的，且在反映上更顯不足：不僅其資

料總滙編尙未擬定，其特徵亦未被識別②。在澳門大學的葡～亞語言與文化研究

碩士學位課程範圍內，展開了一些以“文學上之澳門”命名的課程，對葡萄牙文

學特別重視。它們不限於代表澳門的其他語文的文學範圍上（例如：以中、英語

表達的），同時亦成爲其他大學研究成果的組成部份，特別是台灣、美國北卡羅

來納州與德國的哥羅利亞。我們知道澳門已成爲他們研究的對象，成爲今天値得

更廣泛研究探討的起步 。

對別樹一幟的澳門文學之存在尙未認同，但已重要地顯示出澳門是容許東、

西方之間的接觸。雖然可能沒有特別識別文學的一系列標記～即國家文學，但當

特別與東方“景象”比較時，仍可分辨其異同處。本人用的“景象”這個詞是在

空間化的理解限制上～一個可看穿不同文化間問題上的幾個不同層次的橫切面：

不僅是作家與澳門複雜實況幻覺的接觸，亦是與中國文學與哲學比較時的整個系

統問題。

①有關文學上“國家的”這問題，請參看葡萄牙比較文學雜誌Dedal us（第一期，一九九一

年十二月）刊登了 Wal t e r M i gno l o 有 關“Canon and c or pus： an a l t e r na t i v e

v i e w of compara t i v e l i t e r ar y s t ud i es i n co l on i al s i t ua t i ons 〞 的綜合文

章。除了提出文化社會與語言社會間從屬文學體系間關係外，Mi gno l o亦展示了關於該問

題上豐富的書目表。

②於一九九○年十一月舉行的第二屆葡語作家大會上，G rac i et a在講話中指出：“指澳門的

文學而不是澳門文學，因爲澳門文學指題材較作者爲多。它的作者一般是指那些在澳門作或

長或短的居留，但對於他們來說，澳門就是觸及他們敏感地帶唯一的原本性或神祕力量。”

又或者是一些在此地生根的人士，正如本人一樣。在這個世紀還活着的澳門作家、觀察家、

亦是參與者中，本人可提及兩位：小說家Senna Fer nandes與具有民間特點的詩人：José 

dos Santos F e r re i r a，其作品的表達語言主要是舊“澳門語”或澳門語（L i n gu ma-

q u i s t a）過去數世紀以來用及的，San t os F e r r e i r a在兒時跟其雙親與祖父母輩學來的，

且今天幾乎無人使用的古舊的葡國土語。（一九九一年七／九月份第十五期澳門文化司署出

版的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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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在制定問題上整個文學作品正是一文學理論是眞確時，我們可以肯定已

擬出了一個特別有利於澳門文學研究的大綱。事實上，多種文化共存的社會裏對

研究比較文學特別殷切（同一問題亦出現於葡萄牙與中國的法律問題上），因此

構成了容許與外地作交流和比較的重要觀察站。在這方面，我們體會到“比較”

與“可比較的”已變得更明確了，因爲這不僅是認同其一致性，同樣亦決定其相

反性 。

在文學上，首個提出比較文學這問題是在十九世紀末，當時成立了這一科目

，它浮現於影响槪念之上，並以國內文學間的接觸爲先決條件。一般來說，該影

响力是隨着政治與經濟控制的程序進行，正因如此，雙方的從屬地位是不可逆轉

的。在東方，我們有韓國與日本作家的例子，他們過去曾受到中國藝術的影响，

但他們却沒有對中國產生任何影响。雖然中國長期享有文化的領導地位，但却從

印度吸收了一些小說的元素（例如佛敎文學）③。

這些具影响力的研究是基於民族間的直接接觸，因此組成了一個十分狹窄的

範圍。自從語言學在二十年代發展起來而形式主義對文學理論提供了一些貢獻，

轉爲重視作品的架構並拼棄了有關作者或多或少主觀的研究開始，在文學研究上

該影响力之研究便被擱置與輕視。但在七十年代，藉着深入的，而其後對比較文

學革新貢獻極大的理論重整，德國學派獲得恢復這類型探索的生命力。研究者轉

爲以怎樣從接受的觀點上獲得反响（例如透過譯文、批評、序言）編撰歷史，按

國家文學的特點把結果連起來，代替了對某一作者與其作品如何在外地獲得反响

空泛的研究。就這樣，有系統地觀察如何與不同者達至的關係～外國文學～以及

在文學認別上產生的差異作用 ④。

這種引進吸收美學的革新直至六十年代末，這時比較文學基本上在漫長討論

的沙漠路途上耕耘，與文學在結構論與符號學標誌下研究的同時，亦對一不太科

學化的心理學進行評估，並組成了把重點放在理解上之文章科學，由於經過了先

天的危機，比較文學獲得其重生 。

③這過程被C laud i ne Samon稱爲“文學遷徙”，標題是有關十七至二十世紀間，中國文學

在鄰國浸透的研究選集（Sal mon 1 987）。她是一位歷史學家，具有同時研究社會學與文學

的宗旨，因爲這樣硏究這些國家與其民族支派的思想是可行的，就是藉着由諳博學語言的知

識分子首先閱讀吸收、其後翻譯、吸納與模仿，再組成國家文學體系的中國作品。巴黎國家

科學研究中心研究者 C l aud i n e S a i mon 於一九九一年十月在澳門大學舉辦了一個有關葡亞

研究碩士學位課程關於這項目的學術研討會 。

④藉此，Ger har d K a i se r（1 980）的手册已充份說明他是一個德國硏究者，那裏接受研究具

有特別的價値。透過例子，Ka i s e r 介紹了P r o u s t 德國的情況，並列出了有關同類研究詳

細的書目。

我們可以肯定就是該危機狀態成爲今天其生命力的主要條件。當被問及其宗

旨與方法學時，可反思已訂定的文學研究和確定新路向。正如結果顯示，比較文

學放棄了成爲一個理論（一組用以探討附有方法學的文學命題），而成爲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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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歡迎所有理論討論上的探討⑤。後者的意思是：幾乎可以放棄“比較的”這詞

，因爲此科目的對象是對一般文學現象作反思。雖然認爲這問題不適當，並會導

致誤解（其中只可以與一致性作比較），但實質上却十分重視這類型探討的展望

。正如從一個國際觀點上研究文學，即是企圖在其和諧與冲突的組成部份研究異

地的東西～不同者。如果理論總是強制一般的事物，則這國際性的展望是其必要

的條件～研究的範圍越廣泛，越能推廣世界文學的知識 。

二、從世界文學至文學世界一一東方的貢獻

世界文學的槪念可追溯至遠久的年代，在現代的文學理論槪念前。人文學家

與文藝復興時期的學者就已幻想有一個“文學共和國”，它是指一致、團結與文

化交換的共同空間。這名詞是由德國詩人 Goet he（1 749－1 832）創造的，並給予

它直至今時今日產生反思的理解。在十九世紀初，世界文學（We l t l i t e r a t u r ）

乃指從世界遺產最美的作品中甄選的文學知識。這世界性的槪念與引致在文化上

國際交流加劇與傳播增加的資本主義工業化決定之技術與經濟特有條件有關。結

果雖然在實踐上，G oe t h e從這些現象中擁有這個受制於歐洲模式的槪念，但在

世界性的理解上，文學的進程趨向包括所有文學 。

與經濟範圍進行交換的同時，造就了多文化間之交流，當要維護某一文學槪

念時，藉着與非歐洲文學和文化的接觸，尤其是亞洲文學，G oe t he特別企圖使

德國文學豐富起來。這計劃展示出正如最早追求異邦派的特徵之一。該文學派別

標誌了整個十九世紀，並成爲該世紀的特色，它在心靈狀態上貶低了以歐洲爲中

心的文化，但這並不意味它對非歐洲爲中心的文化給予重視與認識 。

與資本主義體制藉着和被殖民者統治的國家不平等的交換所積聚的財富一樣

，德國的東方學來自運用藉着法國與大英帝國從東方引進的文章、神話、意念及

詞彙，正如是佔有來自僞造實況這一共同點，因此追求異邦派與殖民帝國的倡盛

息息相關⑥。

但比較文學並不是在這個追求異邦派的理解上具有世界性的條件，它是一個

企圖強調對相似與相異組成完整的觀點上必要的認識，因此以一活躍槪念的姿態

出現。

⑤於一九八八年出版並組成這學科狀況較完整一點的著作中Adr i an Mar i no指出如下：“放

棄這學科擁有的歷史學、實證論與學院派的舊方針，從‘理論的’走向文學理論，並以轉型

與現代化雙重運動從‘參與的’走向今時今日的思想現狀的直接聯系。這就是目前的宗旨”

（Mar i n o 1 988∶5）。

Mar i no指的“理論的”與“參與的”意思反映了目前邁向正在探討中的比較文學的兩個基

本方面：在一方面，它應保持經常討論的危機狀態；另一方面，文化間的觀點保證其參與並

成爲一個理論上必要的證明。

⑥藉此參看Edward sa i d的主要著作：O r i en t a l s m（紐約，1 978）對異邦學派作了批評

，它是有關某一時期資本主義體制財富積聚的西方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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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文學理論是基於一般化就是世界性地有效的含蓄意念之上，但這假設只

能從文化間比較證明出來。至目前，由於理論的研究與制定僅以歐洲和美國作爲

共同文化空間，比較文學仍未能超越不同文化間的界限⑦。

日本的經濟增長、殖民統治的結束以及同樣結束外國統治的中國劇變，使西

方世界重視這個過去只能從西方旅客幻象中認識到的地方。他們輕視非西方文學

態度的轉變（尤其對亞洲文學）應從打開東方學的神秘開始，就如其中一個最偉

大的批評家（Sa id 1 978）稱之爲“帝國主義有缺陷的反祖性”，用作表示只能

捕捉某些印象與那些在文化上呈現相同的、或可理解的事物寬容的好奇。

日本與中國都同樣持排外態度，他們對西方的開放並未顯示出對某一眞確知

識的任何興趣。但可喜的是，我們處身於轉變的時代，雖然也許會出現相反於禁

閉的危險。例如，趨向忘記區別國籍間相異處的一沒國籍的文學槪念。我們應避

免那些很容易因縮減相異而變成相似的傾向：在不同文學體制上某些現象呈現與

否是對不同文化間研究預期的起步 。

雖然我們堅持着相對論與承認差異，但亦應強調尋找不變與持續，即在時間

上一致、持久與一般性的要素，這亦是文學理論的一種慾望（Marin o 1 988）。

雖然這不是一絕對的總結與無疑的肯定，但視爲對整個理論工作共同的烏托邦：

能以最少數目的命題解釋最大數目的現象。這樣，從文化間的對話認識差異與一

致性，從而組成能確定這方面研究前景的普遍化過程上之一個階段 。

西方與遠東詩學的比較是基於有關某一比較詩學的可能性所有疑問之上，就

是：草擬一宏觀的文學理論。

從五十年代開始，這問題吸引了所有比較文學學者，好像國際比較文學協會

的某些大會以此作爲會題便足以證明這點。例如第四屆全體大會（1 964）以“遠

東文學及其與西方文學的關係”爲題；在第五屆大會（1 982）以“比較詩學”爲

總題目，而有關“東西方詩學體系”作爲其中一部份。在東京舉行的最後一次大

會（1 991 ），除了大量有關東西方之間文化問題的作品外，亞洲研究者熱烈的參

與（中文語言地域的學者展示了九十份報吿）擴大了亞洲成果的討論，使在較具

批評與革新方面實行世界文學的計劃出現了樂觀的前景。

雖然不論在國家文學的總數或世界遺產的甄選上，我們與世界性的意念相距

還遠。但現正向一般的槪念邁進，它出現於某一比較文學上制度不變的（一般性）

類型學的理論方案上⑧。

⑦於一九八○年，Ger ha r d Ka i s e r 還肯定了：“在現今階段，世界文學的槪念只限於歐洲

範圍僅適用於實際效用問題上（……）（Ka i s e r 1 980∶60）。

⑧中國、日本與美國是文化間研究蔓延的國家，都是致力使世界文學槪念增添生命力的先驅，

特別是在東～西文化比較上。藉此強調美國Pr i nc et on大學敎授與國際比較文學協會已卸

任的主席Ear l M i ne r 之貢獻。其工作較重視文化間比較之研究（Mine r 1 989）總結了有關

西方文學（代表之藝術）與中～東文學（表達之藝術）間體制之分歧（Miner 1 987）。在

他担任國際比較文學協會主席職位期間，對亞洲一些協會曾給予極大幫助，其中包括澳門比

較文學協會，在參與國際性活動上給予極大的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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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比較文學在使用中文地域之前景

（台灣、香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澳門）

倘若西方對超越主要以歐洲爲中心的理論在宏觀上提出阻力，那麼西方的批

評理論在中國亦被視爲殖民演說⑨。台灣與香港一樣，文化大革命後之對外開放

、對西方文學的重視在中國產生了震動，亦引起了對文學知識的渴望。雖然比較

文學在中國的大學是較新興的，但觀察到中西方的研究者在理論討論上十分接近

，對同樣的問題敏感⑩。另一方面，中國的開放容許了西方對這個未知的，但在

比較文學研究上產生了新方向的國家有更深的認識 。

我們不應廻避來自如此不同文化結合產生的困難，不正確的普遍化或誤解引

致經常出現的問題。然而不應因錯誤的可能性減低對文化間研究的重要性，文化

間研究是可借助於能在比較文學上確定研究結果的多種科學之探索 。

雖然步步爲營的探索，但正如是一項在根本上已持有一對世界某狀況並不陌

生的態度之工作，我們一直強調的國際觀點與這科目的基本部份一樣，具有對世

界性之熱切要求，它在尊重相異處上肯定人類共同的價值。這就沒有其它能比國

際比較文學協會更具代表性了。因它能集合生活經驗截然不同的團體於同一桌子

上。事實上，比較文學極依賴這些組織（特別是某些協會）以及研究者對文化間

的知識提供之貢獻。所有交換與交流的途徑：如會議、研討會及刊物等都是十分

重要的，因爲正如本人曾指出的：比較文學是一個永遠討論不完的科目 。

這樣便明瞭到在每一個文化空間上這科目的誕生和堅固的歷史基礎上與有關

討論文學問題的步伐是一致的。就是在這方面我們一般地展示 近二十年在中華

文化地域（台灣、香港與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發展，而以澳門的情況作結束，

雖然它只是 近才擠身於具有不可替代的貢獻之列 。

甲、台灣

自一九六七年開始，有些中國教授提供了比較文學的課程，並於翌年（一九

六八）在台灣大學出現了比較文學博士學位課程 。

他們強調的是東～西方文學關係的研究，特別是對中華文化與英美文化領域

間的比較。這接觸使按較實際與更新的探索發展這科目的理論與方法學之交流獲

得裨益 。

⑨第一屆葡萄牙比較文學協會代表大會展示的報吿上（1 990），台灣大學的Han－l i ang Chang

描述了西方理論在中華文化地域發展的過程（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與香港），並藉此提及

香港大學敎授 Har r y L ev i n 的陳述（AVV撰寫的第一屆葡萄牙比較文學協會代表大會會

議錄，里斯本一九九○年，第1 82頁）。

⑩藉此，在提及曾介紹 近期總結中國比較文學展望的 J ohn Deeney 的重要作品中肯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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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比較文學協會成立於一九七三年；同年即加入了國際比較文學協會。

但自一九七○年已開始出版Tamkang 雜誌，它展示了自六十年代末已進行研究

的結果。

乙、香港

比較文學的研究已於一九六四年在香港大學現代語言系展開。從一九六六年

開始，他們的探索開始注重東～西方關係，特別是對中國文化方面，而在一九七

三年設立了比較文學碩士學位課程。於一九七五年，該系易名爲英國語言及文化

研究與比較文學，並在一九八九年重新易名爲比較文學系，而英國語言及文化研

究則以獨立形式繼續存在。同年亦開辦了主要爲中～西（以英國文學爲主）比較

文學研究的博士學位課程 。

香港中文大學亦一直鼓勵比較文學的研究，促成不少有關東～西（11）關係的會

議及研討會，並歡迎這方面研究的專家敎授到訪 。

於一九七八年，成立了香港比較文學協會，並於同年加入了國際比較文學協

會 。

丙、中華人民共和國

雖然比較文學的研究在台灣和香港（按其先後）正在發展，國際的關注亦轉

向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是自從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後，中國對西方世界的

開放與認識當代多個文學學派的態度使中國產生了對該科目驚奇的熱情。

早在本世紀頭二十年～特別是至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對西方的作家十分

重視，但只是從五十年代開始才出現了對比較文學研究一般的渴望。在文化大革

命期間，敎師與研究者培訓之缺乏影响了所有範圍，妨碍了可喜的發展，它只能

在最近二十年才繼續。中國多所大學開始提供世界文學的課程（雖然透過中文譯

本），這樣促進了比較文學的誕生。在多個新增研究的組織中，較重要的分別是

設於北京大學與上海國際研究大學的研究中心 。

雖然中國比較文學協會僅成立於一九八五年，但在最近二十年曾舉辦了多次

關於比較文學研究的會議與學術研討會。在這期間，成立了許多地區性組織，特

別的有成立於一九八一年的北京比較文學協會與上海的同類型組織。亦於一九八

六年出版了中國比較文學協會的簡報，提供了不少有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異地

比較文學的資料與書目 。

（11）於一九七九年，舉行了第一屆 題爲“East - West Compa ra t i v e L i t era t u r e：Theo r e-

t i c a l and P r ac t i ca l Reco n s i de ra t i ons” 的會議。其後出現的活動中，有於一九

八八年舉行的座談會，會題亦充份反映了其宗旨“E as t mee t s Wes t ：S t r a t eg i es

f o r t he N i ne t i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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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與香港之間的交流，不僅透過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研究者參與由台灣活躍的組織定期主辦的會議，同時中國亦邀請台灣與

香港的大學敎授訪問研究 。

這些接觸肯定了它對西方世界的開放，正如自一九九○年開始，中國南方六

個組織（包括廣東與上海）與香港協會共同出版了英文版雙年刊簡報，這份亦有

中文版的簡報成爲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的宣傳工具，提供了西方出版較重要書

目的消息（因此亦在中國受到認識），以及在國際性東～西方之間的文化展望有

直接關係的會議、學術研討會與代表大會 。

丁、澳門

在澳門，比較文學是較新興的研究科目，它的出現很自然是與於一九九○年

二月在澳門大學的葡萄牙語言及文化系的葡亞研究碩士學位課程的設立有關。在

該課程範圍內，有多個關於東～西方文學關係研究的學術研討會，而第一次比較

的目標是葡萄牙文學。從第一及第二期課程的經驗總結出有必要設立以這類學術

研討會爲主作研究的比較文學碩士學位課程（12）。

此外，目前的葡萄牙語言及文化學士學位課程大綱也包括爲期一年的比較文

學學科，這顯示了在澳門十分鼓勵這科目的發展。

澳門比較文學協會創立於一九九○年一月，有中、葡研究者參與，其理事機

構的組織正好證明了雙方的對等性。同年終期舉行了第一次有來自香港與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葡萄牙和中國的學者參與之會議。自此，舉辦了多個由葡萄牙訪者指

導的學術研討會，特別是現任國際比較文學協會主席Mar i a A l z i r a Se i x o敎

授，以及鄰近地區的一些大學的中國學者 。

於一九九一年，澳門比較文學協會加入了國際比較文學協會，而在同年八月

代表澳門參加了在東京舉行的國際性代表大會 。

較近期的活動有由南中國的組織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澳門與香港也有參

與，同時澳門比較文學協會在前文提及之國際性簡報亦有參與工作，這標誌着澳

門成爲本地區比較文學協會同盟的成員之一 。

（12）葡～亞文化研究碩士學位課程包括三個課程：歷史、語言和文學，都是基於文化間硏究展望

之上。雖然現時有一個關於課程重組的建議，但這課程已被擱置。較早前的經驗重要地總結

了有必要設立一個與其它學系聯辦的課程，特別是中文研究方面：亦應針對其對象，正如使

用語言方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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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澳門重要的角色
總結

本人認爲已充份展示了這方面研究的重要性：透過比較文學，我們容許以珍

貴的文化間之探討去理解一般的社會現象。此外，這從國際觀點上瞭解文學，涉

及對其間相異處的尊重與重視，產生了民族間交往必然在其它範疇內亦有作用的

敎育學。

還有的就是澳門可向比較文學的硏究提供特別的貢獻猶如本人曾指出般，在

東～西方比較方面至目前進行之探索有英美文學的重要例子，但葡萄牙文學被列

入拉丁語系的大家庭，具有其特殊的傳統與演變，它除了在我們不可忽視的文化

上獨具標誌外（其基礎是以歐洲爲中心範圍），藉着歷史的路途亦滙聚了其它文

化薈萃。

在這個不平凡的地方～澳門，認識與提供葡萄牙和中國文學，組成所有可預

料的，並且研究者們堅持重視與鼓勵的財富。雖然中、葡間的溝通已存在，但所

作的事情十分稀少。這樣，唯一可行之路是只有在體制內才可得到有益的研究，

比較文學協會除了維持經常性與同類型的組織進行更新的接觸外，更應作資料交

換，顯示出在碩士與博士學位課程大綱上沒有時間上耽誤應有的準備，也許我們

可以取回所有失去的東西，從而在交流上展示出我們不可替代的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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