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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场域与认同: 我国近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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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记忆研究以其独特的时空属性、文化张力和社会关怀,成为 2 1 世纪国际人文社科多个领域

的关注要点。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和人文地理等学科对记忆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推动了

文化记忆理论的深化与应用实践。但我国对这一理念的具体讨论、应用及反思仍然呈现出相对宽泛、离
散的状态。现有研究表明,在记忆生成的意义空间中,文化记忆或作为本质性问题出现在回溯原点,或作

为建构性力量作用于过程,或以具象符号凝聚于终点,关于文化记忆的研究是一个意义凝聚、生成并解构

的循环阐释过程。我国文化记忆研究总体呈现出跨学科互动的研究态势,并随着新的时代现象和社会问

题的产生逐渐扩大其研究领域。未来可以在研究议题、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继续拓展,并逐步实

现本土文化传统记忆理论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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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带着西方学术界的记忆研究传统和对二战后的时代反思,德国学者阿斯

曼创立了文化记忆这一研究理念,提供了一条以“宏观视角来审视和衡量历史走向”的途径[1]2 6。
它在中国学术界引入、传播和发展的近二十年正是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时期,传统与现代、书写与

遗忘、融合与批判都在记忆之名下暗流涌动。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和人文地理等

学科对记忆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推动了文化记忆理论的深化与应用实践,但我国对这一理念的具体

讨论、应用及反思仍然呈现出相对宽泛、离散的状态。近年来,阿斯曼夫妇对文化记忆的研究不断

拓展,而我国相关研究仍有一定的滞后和局限。针对以上困境,为整体把握文化记忆理论在我国的

发展和研究态势,并为后续研究提供突破口,本文从文化记忆的理论背景出发,对我国近二十年的

文化记忆研究予以概述和探讨。
首先,本研究是一个跨学科、全景式的研究综述,并不局限于某一具体领域;其次,结合我国研

究现状,本文对文化记忆的研究综述主要围绕记忆的表现形式、空间实践和功能作用三个方面,尽
可能地展示跨学科视域下的应用图景;再次,对记忆的探寻是一种超时空的诗性对话和批判性反



思,关注记忆研究“不仅是为了‘对抗遗忘’,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在’”[2]6 5。

一、文化记忆学理脉络及在我国的研究概况

“在西方的 学 术 语 境 里,‘记 忆 研 究(memory studies)’这 个 词 包 含 了 公 共 记 忆(public
memory)、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国家记忆(national memory)、
文化记忆(cultural memory)等术语。”[3]1 2 这些术语展现了记忆研究的问题视野和学理维度,从个

体记忆、集体记忆到文化记忆的理论发展,是西方记忆研究史上从大脑研究和心理学研究范畴逐步

拓展到社会心理学范畴,最后抵达文化研究范畴的过程[4]。

(一)从集体记忆到社会记忆

在《论集体记忆》中,哈布瓦赫从家庭的记忆、宗教的社会记忆、阶层的社会记忆三个层面进行分

析,提出记忆不再是个体的特权,通过对个体的约束和关系网络的控制,社会逐渐构建了集体层面的

记忆,从而确立了集体记忆这一理念[5]。哈布瓦赫强调社会对记忆的构建性,集体根据各个阶段不同

的社会框架完成对过去的重构,以重新阐释过去的方式达到巩固自己主体同一性的目的。集体记忆

的提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完成了记忆研究史上社会性与生理性的重要剥离。同时代的艺术史学家

阿拜•瓦尔堡在对艺术中的象征符号、图像等西方艺术图像志的考察中追寻记忆,他把复古潮流中艺

术形式的重复看作文化符号的记忆功能,这些符号可以储存记忆,并能超越时空的界限获得重生。基

于此,瓦尔堡提出了“‘集体图像记忆’的观点,并将之称为‘社会记忆’”[6]2。针对社会记忆这一概念,
康纳顿则把问题聚焦在“群体的记忆如何传播和保持”,并通过人类学的考察和政治的透视把答案引

向了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强调权力之于社会记忆的作用[7]1。虽然康纳顿并未完全实现集体与社会

的概念性剥离,但“从‘集体记忆’到‘社会记忆’这一脉络演进,体现了从‘集合起来的记忆’变成了‘集
体的记忆’的本质突破”,记忆的社会基础、可建构性与传承性在理论发展中不断清晰和强化[8]77。

(二)文化记忆的理论生成

如果说哈布瓦赫贡献了记忆的社会框架和群体概念,瓦尔堡的社会记忆提供了记忆的具体文

化符号,康纳顿通过记忆传承问题的讨论使记忆的展演得到进一步凸显,那么,阿斯曼提出的文化

记忆则要实现的是把记忆(同时发生的过去)、文化和群体(社会)这三个维度关联起来[9]6 7。同集

体记忆相比,文化记忆更加强调记忆的文化功能;同社会记忆相比,文化记忆更加注重记忆形成过

程中各种社会因素(如权力、政治等)的影响,而并非是群体的社会结构。“文化记忆是一个文化理

论,同时也是一个记忆理论”[10]5,阿斯曼夫妇的文化记忆理论继承了前人记忆研究中的社会和文

化传统,具有广阔的理论兼容性①。
从记忆的历时维度来看,文化记忆与那些日常性、口头性、流动性和短暂性的交往记忆不同,“文

化记忆的特点则是和日常生活的距离”[9]6 7。这种超越代际的记忆内核也最终指向认同的具化,即凝

聚性结构作用之下交流和认同的产生。从社会的共时维度来看,文化记忆关注的是文化内部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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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文化记忆最初被定义为是关于“一个社会的全部知识的总概念,在特定的互动框架之内,这些知识驾驭着人们的行为和体

验,并需要人们一代一代反复了解和熟练掌握他们”。此后进一步被定义为“每个社会和每个时代所特有的重新使用全部

文字材料、图片和礼仪仪式……的总和。通过对他们的‘呵护’,每个社会和每个时代巩固和传达着自己的形象,它是一种

集体使用的,主要(但不仅仅)涉及过去的知识,一个群体的认同性和独特性的意识就依靠这种知识”。参看[德]哈拉尔

德•韦尔策《社会记忆(代序)》,见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北京)北
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 6 页。



和交流方式,是在“传统的形成”“对过去的指涉”以及“政治认同或想象”等作用框架之上的文化概

念[1 1]1 5。文化记忆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意义生成空间,其中文化记忆以认同具体性或群体关联性、重构

性、成型性、组织性、约束性和观照性等功能而发挥作用[6]34 3 5。从记忆的具体形象来看,文化记忆是

通过“文化形式(文本、仪式纪念碑等),以及机构化的交流(背诵、实践、观察)而得到延续”[9]7。文化记

忆涵盖了社会记忆概念中的文本系统、意象系统、仪式系统,以更加丰富的形式展现。与记忆直接相

关的文献、文物,促进记忆的神话、仪式、纪念物,以及整理、撰写、出版等活动都可以纳入其中[1]。
与扬•阿斯曼对古埃及、以色列和希腊文明的远古记忆探索不同,阿莱达•阿斯曼从近代和当

代文化与文学研究出发进一步拓展了文化记忆理念,他把文化记忆分为功能记忆和储存记忆,展示

了文化记忆在选择和调动中的具体生成机制。历史的展演方式、身体和地方(place)作为记忆媒

介,以及遗忘和储存等记忆伦理性问题都被纳入研究视域[12 1 3]。文化记忆从最初的对文明内部及

文明之间的交流和发展脉络的阐释,逐步发展成将社会结构、政治权力和空间阐释融为一体。
扬•阿斯曼承认这一理论的复杂性,“文化记忆是复杂的、多样的,就像迷宫一样,包含大量的纽带

记忆,以及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差异性的群体身份”,但同时他认为,“正是在这些张力和矛盾中,文
化记忆获得了活力”[14]2 6。

(三)我国文化记忆研究概况

基于社会政治环境的酝酿和理论引入,国内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记忆研究从 2000 年开始。阿斯

曼夫妇众多文章在国内期刊的发表,成为早期国内学者了解文化记忆研究的重要资料①。作为第

一批介绍文化记忆的学者,黄晓晨、王霄冰、唐少杰在译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②。此后国内学者

对文化记忆理论层面的剖析逐步深入:康澄、燕海鸣、陶东风、赵静蓉、金寿福、王蜜等先后探讨了集

体记忆的内涵与发展演变、文化记忆与文字、文化记忆与象征、文化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关系、文化记

忆与身份认同以及文化记忆的媒介制约等重要问题③。201 5 年以来,阿斯曼夫妇的专著不断被引

入到国内,《文化记忆》《回忆空间》《记忆中的历史》等著作纷纷被翻译出版,文化记忆的后续研究得

以更多地展现在汉语文化世界。
国内文化记忆研究的学术氛围较为浓厚:2006 年“文学空间与文化记忆”、2007 年“历史与文化

记忆”学术研讨会先后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2009 年“文学与记忆”学术研讨会、201 3 年“文
化•记忆•历史”青年学者研讨会在暨南大学召开;201 5 年“文化记忆:时代、历史与媒介”国际学

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文化研究》和《国外理论与动态》等期刊也多次设立文化记忆研究专题,
刊发了大批高质量研究文献;王霄冰、申波、冯亚琳、陈新、彭刚、赵静蓉等学者关于文化记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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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看[德]简•奥斯曼、陶东风《集体记忆与文化身份》,见陶东风编《文化研究》第 1 1 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 1 1
年,第 3 1 0 页;[德]扬•阿斯曼、王霄冰《有文字的和无文字的社会———对记忆的记录及其发展》,载《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6 期,第 72 74 页;[德]扬•阿斯曼、管小其《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载《学术交流》201 7 年第 1
期,第 1 0 1 5 页。
参见黄晓晨《文化记忆》,载《国外理论动态》2006 年第 6 期,第 6 1 6 2 页;王霄冰《文化记忆、传统创新与节日遗产保护》,
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 年第 1 期,第 4 1 48 页;王霄冰《节日:一种特殊的公共文化空间》,载《河南社会科学》2007 年

第 4 期,第 5 8 页;唐少杰《从文化记忆到记忆文化》,载《河北学刊》2007 年第 2 期,第 4 1 44,46 页。
参见康澄《象征与文化记忆》,载《外国文学》2008 年第 1 期,第 54 6 1,1 2 7 页;燕海鸣《集体记忆与文化记忆》,载《中国图

书评论》2009 年第 3 期,第 1 0 1 4 页;陶东风《“文艺与记忆”研究范式及其批评实践———以三个关键词为核心的考察》,载
《文艺研究》201 1 年第 6 期,第 1 3 24 页;赵静蓉《文化记忆与符号叙事———从符号学的视角看记忆的真实性》,载《暨南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 3 年第 5 期,第 85 90,1 6 3 页;[德]阿莱达•阿斯曼、扬•阿斯曼《关于过去视域的建构》,金寿

福译,载《文汇报》201 5 年 1 2 月 1 1 日,第 W12 版;王蜜《文化记忆:兴起逻辑、基本维度和媒体制约》,载《国外理论动态》

201 6 年第 6 期,第 8 1 7 页。



专著和论文集标志着我国文化记忆的研究走向较为成熟的阶段①。在记忆研究中,集体记忆、社会

记忆与文化记忆呈现出复杂的交织局面,对现有记忆研究的综述也呈现出跨学科分布的特点,文学、
社会学、文化学、人文地理等领域都涌现出一批综述性研究成果。研究者敏锐地捕捉到了文化记忆本

身所蕴含的巨大文化张力,身份认同、文本、仪式、场域、功能和机制等都是应用研究的焦点所在②。
本研究综述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学术观照:一方面,文化记忆形成的哲学、政治和时代背景,决定

了其广泛的学科视域及多元文化的可融合性,国内外对人文地理、文化遗产及文学批评等领域的研

究都可以在文化记忆的概念体系内找到对接点。在文化记忆研究中推动跨学科、超学科的合作和

平台构建,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时代趋势,充分整合现有的研究成果和重要思想也尤为迫切。另一方

面,文化记忆的历史性与共时性维度决定了历史和社会的双向阐释路径,记忆研究因此也与民族认

同、文化复兴及社会问题密不可分[1 5]。如何参与到国际学界的文化记忆研究,并展现基于中国本

土文化传统和哲学思维的记忆理论研究成果,成为中国学者的时代使命。结合文化记忆的学理要

素和国内研究的重要成果,我们对国内近二十年的文化记忆研究进行以下三方面综述:记忆的载

体、记忆的场域以及记忆的功能,以期尽可能完整地展现国内关于文化记忆的跨学科研究现状③。

二、记忆载体的文化书写

文化记忆以多种形式的文化形象得以展现,文字和仪式成为其主要载体。进入具体研究,诗
歌、小说、民间传说等文学作品都是记忆的文字载体;传统节日、民俗风情、婚丧嫁娶和民族歌舞等

都是仪式载体的代表;影视、新闻等传播媒介也以更加生动的技术手段对记忆进行书写;文化遗产

的全球性实践在不同地方进行记忆的保护和传承;新媒体多种形式的记忆手段在不断拓展文化记

忆的书写界限。

(一)文学与文化记忆

在中国文论研究“本质抑或去本质、反本质”的两种基本思路论衡的过程中[1 6],理论或范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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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王霄冰、迪木拉提•奥迈尔《文字、仪式与文化记忆》,(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7 年版;申波《文化记忆与歌乐舞韵:文化

生态学视野下的云南古戏》,(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 1 1 年版;冯亚琳《德语文学中的文化记忆与民族价值观》,(北京)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 1 3 年版;陈新、彭刚《历史与思想(第一辑):文化记忆与历史主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 1 4 年

版;赵静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 1 5 年版。
相关综述参考:李兴军《集体记忆研究文献综述》,载《上海教育科研》2009 年第 4 期,第 8 1 0,2 1 页;钱力成、张翮翾《社会

记忆研究:西方脉络、中国图景与方法实践》,载《社会学研究》201 5 年第 6 期,第 2 1 5 2 3 7,246 页;高萍《社会记忆理论研

究综述》,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 1 年第 3 期,第 1 1 2 1 20 页;李彦辉、朱竑《国外人文地理学关于记

忆研究的进展与启示》,载《人文地理》201 2 年第 1 期,第 1 1 1 5 页;钱莉莉、张捷、郑春晖等《地理学视角下的集体记忆研

究综述》,载《人文地理》201 5 第 6 期,第 7 1 2 页;黄维、梁璐、李凡《文本、冲突与展演视角下的西方记忆地理研究评述》,
载《人文地理》201 6 年第 4 期,第 1 7 2 5 页。
在 CNKI 中进行“跨库检索”(截止到 20 1 7 年 4 月 1 4 日),选取“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含特色期刊)、“中国优秀硕士学位

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在检索项“篇名”“摘要”“关键词”下,分别输入检索词“文化记忆”,
匹配为“精确”。经过初步整理,得到有关“文化记忆”的文献以数量为表征的检索结果:在“篇名”检索项下共 5 3 3 篇,“摘
要”下共 2 0 5 3 篇,“关键词”下共 1 6 7 6 篇。“篇名”“摘要”“关键词”检索关系设置为“并且”的条件下,检索结果共 24 1 篇。
“篇名”“摘要”“关键词”检索关系设置为“或者”的条件下,检索结果共 2 7 54 篇。从文献数量来看,国内关于文化记忆的研

究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并分别在 2008 年、201 2 年和 20 1 6 年呈现较高的数值。对检索到的最大值即 2 7 54 篇文献进行关

键词提取并形成共现矩阵,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体记忆、文化认同都是出现频次最高的几个关键词。经过综合考量,
本综述选取以“篇名”为检索条件的文献(共 5 3 3 篇)进行分析,并对这些文献进行筛选和整理,具体标准是:第一,文献必须

对文化记忆这一概念进行案例的互动性阐释或理论性拓展,排除脱离此概念进行讨论的研究文献;第二,文献必须是针对

文化记忆这一概念的讨论、分析和应用,排除基于一般语义层面讨论的研究文献。在此基础上结合相关领域的高被引文

献,最终进入本文研究视野的文献共 9 7 篇(含硕博学位论文 7 篇)。



转变带来了更深层次的“反思与自省、解构与重建、认同与区分”的思考[1 7]。文化记忆视角的引入

对拓宽文艺学的边界和反思元理论等重要问题同样具有重大意义,陶东风提出,文艺与记忆这个命

题“既是一个理论—认识路径,也是一个阐释—论述范畴”[18]1 3,二者产生的是一个双向阐释范畴:
一方面,从文学艺术的视角去研究记忆的书写和生产;另一方面,从记忆的角度去审视文艺的功能

和价值。赵静蓉提出记忆的理论范式以回应时代的范式危机,记忆范式使文学批评从现代或后现

代的抽象差异中抽离,直面“理论的建构过程、历史的表述方式及传播途径,以及文学、历史和社会

生活的多重关系”[1 7]1 3 2。为直面后理论时代理论批评的挑战,陈俊松从文化记忆和文学书写的交织

点出发,力图推进一种跨学科、跨文化的文化记忆批评理论,以期对文学参与民族文化记忆的建构和

再造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19]。王建具体考察了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的酝酿、产生和在本土及异文化

圈内的移植过程,从历史背景、文化背景和具体研究对象三个层面反思了中国文论走出去的问题[20]。
文学的意义不仅在于提供一种承载的文本形式,“作为‘记忆表现’的文学记忆则不断尝试着记

忆表现的可能与限度”[21]5 7。刘顺认为文学中的记忆讨论具体回答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忆之所忆”
即具体记忆内容,“忆之如何忆”即记忆的具体展现方式,“忆之何为而忆”即记忆最终的身份认同功

能,以上三个透析视角也成为文学领域内以文化记忆进行文本分析的主要方面[21]62。其中,叙事成

为作为文化记忆的文学作品互文性研究的关键词:赵静蓉强调记忆本质上是符号化的建构过程,通
过语言和叙事,记忆在社会层面实现了重生,成为可供认知、交流和建构的文化现象,身体作为记忆

载体拓宽了记忆的边界,回应了记忆的伦理性问题[22]。冯亚琳在交际记忆与文化记忆的张力场中

穿行,注意到了记忆的建构与选择性,而文学作品的叙述则完整地展现了这种记忆的选择过程[23]。
徐岱从文化记忆的视野入手审视了小说与历史的相互作用,最终引向对文化记忆叙事审美功能的

思考[24]。叶舒宪从文本角度探索仪式研究的文化阐释意义,从仪式叙事来回答中国礼经的文化内

涵、文化认同与历史书写等问题[25]。毕旭玲以上海“康王建城”叙事为中心,讨论了文化记忆的建

构、遗忘与重构的过程,对文化记忆中功能记忆和储存记忆概念进行了立体的互动阐释[26]。

(二)节日、仪式与身体表述

在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的传承体系中,仪式一般集中存在于文字产生之前,“庆典和仪式是无文

字社会用来把文化内涵的扩张情境制度化的最典型的形式”[1 5]73。王霄冰则认为,仪式“不仅和文

本相辅相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具备了超越和驾驭文本的巨大潜能”[27]24 1,因此,在考察文化记

忆这一抽象概念时,必须始终将文字和仪式这两大媒介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在西方节日的冲击下,我国全国性民俗节日文化遗产受到了较大影响,对传统节日形态的抢救

和保护、文化修复和文化主体地位的提升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28 2 9]。在当下经济、社会等因素的

推动下,原有的传统仪式也衍生出了新的文化功能,如民俗娱乐、身体锻炼、表演观赏、文化传承

等[30]5 8,因此,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成为节庆文化记忆研究的重要问题。李双幼从时间维度和组织化

两个方面考察了泉州元宵节的历史变迁:宗教和祭祀导向让位于娱乐和消费,记忆的主体由神明和

乡绅让位于行政机构[3 1]。李巍从朝阳社火这一特殊的民俗活动出发,将其作为一个文化记忆的表

征符号,从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梳理,试图探索东北地区移民社会的深层结构和

文化记忆①[32]。
少数民族因“族群自身的迁徙与繁衍、口头传承的歌声与讲述、他者言语的书写以及国家政治

的力量、文化的建设、社会的革新与不可避免的民族交流与融合”等多方面的综合作用[33],其文化

记忆的传承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时代特征。蒙古族敖包祭祀、湘西还傩愿和尔苏藏族还山鸡节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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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李巍《移民社会的文化记忆———辽宁民间社火研究》,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20 1 0 年博士学位论文。



少数民族表达本民族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重要仪式①。作为民族仪式表征类型之一,民族

歌舞的考察逐渐进入文化记忆的视域②,如对云南腊湾老人舞的研究发现,舞蹈的身体承载着当地

彝族同胞的文化基因和生存图式[34];郭振华进一步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细致地总结了腊湾老人

舞文化记忆的载体性、媒介性、历史性、传承性、功能性和发展性特征[35]。李菲以身体表述为切入

点,认为嘉绒跳锅庄“右旋”作为一种身体表述符号具有符号能指和所指的双重意义,图式的符号性

和意义观念的内隐性共同构建了社会历史变迁中本民族的文化记忆、族群表述与认同重塑[36]。

(三)传媒与影视

媒介记忆作为个体记忆、群体记忆之间交互作用的组成部分,以独特的方式对文化和记忆进行

提取,在信息社会和数字传播时代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37]。传媒对民族文化记忆的唤起处

于一个复杂的“社会文本”之中,随着新媒体的崛起,多元主体对传媒记忆的解构正在慢慢展开,也
为民族文化记忆的建构提出了新的时代挑战[38]。李红涛等试图在传播学领域进一步界定记忆的

边界,将新闻生产视为记忆实践,进而聚焦新闻中的历史元素、媒体记忆生产与消费的逻辑,以及新

闻生产和公共记忆之间的关联,从而推动记忆问题的批判性研究[39]。
从记忆的书写维度来看,叙事策略和符号解码是当前媒介记忆研究领域的两大关注要点。王

伟平讨论了电视纪录片的文化记忆功能,纪录片中多层次的互文性蒙太奇剪辑策略本身就是文化

记忆产生的重要途径,而档案、文献、口述、老照片等文本素材则在叙述的过程中得到了多维度立体

呈现,这些都作为记忆的“诱饵”逐步促使观众对过去的认识走向澄明[40]。张宝砚着重分析了纪录

片《舌尖上的中国》,认为它是在媒介商业化背景下,电视媒介通过唤起文化记忆从而实现经济和文

化双赢的传播案例[41]。在中国文化产业进入互联网＋的黄金时代,纪录片《诗词中国》则以中国传

统文化的精神价值、个体的生活境遇以及诗歌文化的独特意蕴为切入点,通过互文影像化和视角平

民化的叙事策略,展现了传统文化记忆的独特风貌[42]。
从记忆的阐释维度看,影像叙事也具有强大的话语生产力,许多民族文化记忆往往以形象符号

通过艺术表达、审美叙事、影像阐释等方式进行呈现[43]。黄卫星以我国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

红》(1964)为例,整体分析了文化记忆在特殊体制化背景下的仪式生产过程。整个《东方红》展现的

是近代以来至新中国成立的革命史,它是特定时代的文化经典,背后是更“深层的话语—符号权力

的运作记忆和来自个体和群体的历史感、多元话语的复调、新媒介的抵抗”,并且它还将随着不同的

时空、语境、利益主导而以新的形式继续延续[44]1 94。影视有着其他记忆载体不可比拟的真实性、生
动性和广泛性,王琳以德国文化记忆转折点电影《大屠杀》为研究对象,追溯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这

部美国电影在德国产生的社会影响,进一步探索了联邦德国战后文化记忆转变的五个过程[45]。

(四)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是一种“群体性表述”和“谱系性记忆”[46]1 3,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记忆有着

极为一致的内在逻辑:文化记忆对传统的继承、社会层面的话语建构以及多种形式的具象载体,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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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额尔德木图《敖包、文化记忆与游牧社会》,内蒙古师范大学 2005 年民俗学硕士学位论文;刘兴禄、刘鹤《民间历史文化

记忆中的湘西用坪还傩愿》,载《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 6 年第 3 期,第 1 44 1 49 页;唐佳《尔苏藏族和“还山鸡

节”———基于文化记忆理论的阐释》,载《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3 期,第 64 6 7 页。
参见孙璐、郭民建《由原生态歌舞解读民族文化记忆———从〈云南映象〉说起》,载《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5 期,第 80 85 页;任玉庆《“文化记忆”理论视角下的民族传统舞龙运动的文化传承》,载《搏击(体育论坛)》201 2 年

第 4 期,第 9 3 94 页;祁晓君《民歌在舞台演唱中的“文化记忆”价值体现———以“走西口”生活主题的民歌为例》,载《音乐

创作》201 6 年第 9 期,第 1 3 7 1 3 9 页。



推动着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新的书写形式参与到记忆的展示、保护与实践过程中[47]。程振翼认为,
基于历史主义的立场对遗产进行研究并不合适,遗产与集体记忆、文化记忆之间有着更强的统一

性,公共遗产作为文化记忆研究更有利于超越遗产分类中物质、非物质的二元对立[48]。
同文化记忆一样,文化遗产也是面向未来的社会生产。徐一超认为,原有的文化记忆能够为特

定历史情境中的文化想象提供经验资源与表征形式,同时当下的文化想象又可以转化为此后的文

化记忆,二者互相建构,形成一个动态的文化“共生环”[49]。王霄冰等从文本表述、仪式展演和典籍

记录等方面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真性的界定标准,并把非遗提升到自我感知与重塑的高

度[50 5 2]。吴宗杰、胡美馨、侯松、余华、张迎春、夏翠君等人则从批判文化遗产和中国本土遗产话语

研究出发,基于对浙江富阳东坞山和衢州、山东曲阜和邹城及杭州市上城区等地的田野调查实践,
利用地方志、民族志以及经典文本等多种记忆载体对地方文化进行了古今汇通的文化叙述,对于众

多濒临灭绝或长久失语的地方文化记忆的传承、保护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①[53]。

三、记忆场域的空间实践

记忆具有明显的时空属性,地方承担着储存和唤起个人与集体记忆的重要责任,也承受着记忆

的刻写与重构。记忆场域不仅包括现实层面可触、可感的物质空间,也包括扎根于时间、传统和语

言中纯粹无形的象征空间[54]。记忆的场域因其概念内涵的丰富性被阿莱达•阿斯曼引入到有关

近代文化记忆的话语权势关系的语言哲学研究之中,城市空间中的广场、博物馆等都成为她分析文

化记忆的历史选择和表征过程的重要场所。中国学者对记忆场域的关注有着更加明显的时代特

征,全球化、城镇化进程中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都以空间实践的形式在记忆研究之中展开。

(一)城市记忆空间

全球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拓展使得城市空间面临巨大的同质化危机,众多学者开始从城市文化

记忆出发,寻求地方精神和历史文化的传承[5 5]。近年来城市记忆成为文化记忆场域研究的主要领

地,作为一种特殊的空间场域,城市本身就是社会关系、知识系统、话语逻辑等共同作用的历史产

物[5 6]86,同时也是一种自足的文化生产形式。“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主流的抑或边缘的,神圣

的与世俗的”,多维度的城市空间表现形态都与文化记忆有密切的共生关系。董琦琦从社会学领域

出发,探索了空间场域和文化记忆的互文性关系[5 6]。周玮和朱云峰综述了近二十年国内外关于城

市记忆的研究,对城市记忆的相关概念、要素、时空属性,城市记忆与建筑景观、文化遗产、地方感等

的关系以及城市记忆的社会建构进行了系统展现[57]。
文脉延续是城市记忆研究的主要目标,仲富兰呼吁以文化记忆理论为参考,从城市固有的地形地

貌、规划布局、特色建筑,乃至居民的生活习俗等方面整合资源,拯救失落的城市文化记忆,保护城市

历史景观,延续城市的文脉[58]。李正军等进一步结合文化记忆的内容、功能和载体,提出了历史街区

文脉传承文化记忆的具体策略,进一步推动了文化记忆的实践落地[59]。城市空间的多样性来自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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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乡———幸村之民居景观研究》,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 6 年第 4 期,第 82 90 页。



和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任晓飞在近代城市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下,探讨了新生的城市文化空间与大

众都市生活的关系,梳理了复杂的政治、文化、社会话语共同作用于空间生产和建构的过程①。作为国

家和集体记忆生产运作的重要场域,纪念空间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60]。李彦辉等以黄埔军校旧

址以及作为记忆参观者的游客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地方和地方传奇(place myth)对集体记忆的唤醒功

能,并进一步深入到国家认同的形成,把西方人文地理中地方传奇概念引入记忆地理领域[61]。

(二)乡村记忆空间

现代化进程中地方的文化记忆认同危机不仅仅体现在城市空间,同样体现在古村落和少数民

族聚集区等的记忆空间研究中,保护与变迁是乡村记忆研究的关键词。仲富兰从物质形态、非物质

形态和环境生态要素三方面具体提出了保护古镇文化记忆的路径,以期更好地延续古镇地域各时

期、多层次的文化积淀和历史文脉[62]。与传统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不同,韦秀玉通过对南岭古村落

空间信仰中的文化记忆考察提出,地方志中记载的自然景观、宗教信仰、风俗艺文等都成为文化记

忆空间重要的探索依据,也为深入探索传统文化空间布局打开了新思路[63]。
物理场所的考察是记忆空间的主要入口,也是社会话语的角逐场域。李文茂以 20 世纪 90 年

代以来浦江郑氏宗族文化活动为具体研究对象进行考察,宗祠、祖陵、书院、碑亭、古寨等都是构成

家族记忆的场所和符号要素[64]。在城镇化进程中,民间宗族文化记忆在地方政府、地方精英、宗族

成员所组成的多元利益格局和权力话语中挣扎、妥协,并最终形成当下的空间格局。杨美洁锁定了

地理想象这一概念,作为情感线索和空间表达的地理想象在历史机制与物质空间的共同作用下完

成了广州骑楼这一空间文化符号的地方建构,对记忆的场域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贡献②。

(三)展演空间

阿莱达•阿斯曼把博物馆和档案馆作为重要的历史展演空间,分析了城市空间内历史的具体

展演方式[1 3]。然而国内文化记忆研究学者对这一领域的探索仍然存在大片空白,极少数学者真正

做到了批判性、反思性的记忆研究。朱雷从我国台湾地区民俗博物馆的藏品、展示、建筑和活动等

方面进行分析,探讨了博物馆在文化记忆记录和传播上的具体方式及影响,并进一步深入分析了在

多种文化体系中民俗文化独特的传承方式及与社会的互相作用③。刘博把图书馆作为文化记忆的

重要媒介,追溯了集体记忆、社会记忆和文化记忆的逐步推进,提出了文字、文献、阅读、记录、储存、
注疏、阐释、教育等多个研究范畴,认为展演空间具有多样性,并不局限于博物馆类的收藏[65]。苏

丽古娜从民族艺术的角度,探讨了成吉思汗陵的视觉空间与蒙古族文化记忆的关系,独创性地拓展

了有形的视觉空间和无形的文化记忆的联系和互动的分析④。传统乡村文化场域———古戏台同样

被置于文化历史变迁、民族生态和乡村文化建设中进行了自下而上的深层次的记忆解析[66]。

(四)空间的媒介与符号

地方作为媒介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正在文化版图的消解与重构中被慢慢激活。邵培仁把

地方放到全球化的视域中进行审视,研究了地方依恋、地方认同和地方意象参与地方感塑造的主要

媒介,并提出“媒介地方性”概念,它同样具有地方性的特性和共性、稳定性和动态性的特质,可以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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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晓飞《都市生活与文化记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12 年博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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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丽古娜《视觉空间与文化记忆》,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艺术学院 20 1 6 年硕士学位论文。



合大量媒介,发挥更大的力量[67]。从地方记忆的文化载体出发,建筑无疑是最为具体的空间符号

之一,它既能够传承历史,同时又被历史塑造,架起了理解过去与现在的桥梁。薛菲以深圳中心区

的公园设计为例,分析了城市记忆在开放性空间、风景园林设计中的体现[68]。朱竑等人则以广州

市荔湾区为例,着重调查了作为特殊文化符号的地名对承载历史意蕴和城市文化的重要意义和作

用[69]。刘华英等对威尼斯建筑进行分析,解读了其不同建筑风格与当时政治诉求的关系,认为当

代城市的宗教建筑在文化层面经受了更大的冲击,文化记忆往往通过分割、融入、衍生或共生等各

种方式,或隐或显地留在当代都市空间中[70]。邓启耀则从古代广州舆图出发,寻找佛山宗教建筑

的具体记忆形象,探讨了都市佛教建筑如何维持文化记忆及其当代境遇[7 1]。王姗姗和傅永军创造

性地把伽达默尔的空间艺术理论应用于城市历史建筑的保护、开发和实践之中,从哲学诠释层面探

索了建构城市历史价值、传承城市历史文化记忆的路径[72]。

(五)文学中的记忆场

“城市生活方式的异质性、多样性、开放性为文学提供了巨大的意义表现空间,使文学具有了无

限可能性。”[73]48在书写中,“作家不仅是思考者、观察者,而且还是讲述者,用自己的经历编织城市

的变迁,用自己独特的观察阅读城市的风景,用自己缜密的思考揭示城市的文化内涵”[74]1 20。弋舟

在其小说中以独特的记忆空间与话语符号的言说方式构建了一个“兰城”,精神创伤者的叙事视角、
空间化的叙事结构以及复调的叙事话语共同书写了寄身现代性语境下的城市文化记忆[75]。储兆

文以贾平凹《废都》等都市小说为对象,梳理了其中关于西京城的建筑空间描写、人物形象与建筑空

间的关系、情节与空间的关系等,探索了文学作品中城市物质空间、社会空间、精神空间的结构形

态①。民间文学以其丰富的文化想象、流动的记忆空间和脍炙人口的传播度,很大程度上使城市记

忆变得更加多元,如白蛇传这一民间传说在不断演义的过程中,逐渐丰富着民众对杭州的城市想

象,塑造了对这座城市的文化记忆[76]。
记忆以诗歌意象的形式在文字中结晶,诗歌中的空间意象最能表达记忆的凝聚性。广场、乡

村、家即是当代诗歌文化记忆的三种主要图式[77]。刘方以宋代学者刘子翚的《汴京纪事》为对象,
结合诗人在靖康之变中的时代遭遇和诗文中的文学叙事与想象,一窥古都汴京从繁华到衰败的历

史,诗文的文学叙事以具体的符号、情节、线索和文化意境为载体,共同营造了汴京昔日的都市文化

记忆[78]。郭茂全从历时性、共时性和情感维度共同审视了古诗词中兰州的城市文化记忆,其地理

风貌、历史沿革、文化遗迹、民情风俗等都是城市文化记忆的有机组成部分,诗歌中的文学想象与审

美呈现反映了不同时代士人对城市的审美视角,也是一条文化记忆变迁的脉络[79]。

四、文化记忆的多维认同

文化记忆与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最大的区别在于对记忆功能的强调,文化记忆的凝聚性结构

可以实现时间维度的历史传承,也能实现社会维度的群体性约束。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文化记

忆对集体和个人的认同性建构也折射在不同的社会问题之中。对历史变迁的追溯、怀旧与消费的

文化反思、创伤记忆研究都呈现出当代记忆认同的交融趋势。

(一)传承与发展

知古以鉴今,历史的记忆已经不仅局限于特定的思维范式和价值倾向,也体现着学术认知与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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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阐释的社会记忆。朱寿桐重新审视了新文化的百年历史后犀利地指出:只有离开了历史正统记

忆的逻辑化、范式化,才有可能以较大的精神穿透力和思想深度矫正历史认知的种种歧误与迷误。
文化记忆不仅具有规范性功能,同时还具有重构和反思的特性,于是铺展了“时间和结构双重维度

中的历史变迁图景”[80]1 7 8。连连在深刻剖析了中西方历史传统的变迁后提出了“中国语境下的文

化记忆”概念[81]1 80,它既是结合历史维度与社会结构层面透析中国社会变迁的密码,同时也为文化

记忆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来自东方古国的历史和文化经验,具有实践和理论的双重意义。
对历史变迁的回顾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记忆过程,党大恩以《史记•封禅书》为文本对象,追溯了

泰山如何在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共同参与下被确立为圣地,同时参与到儒家思想的民族记忆建构的

过程[82]。王霄冰从中国古代国家层面传统文化的维系途径出发,提出了文化记忆与文化传承的发

展命题。“文化记忆中保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必须返回到社会记忆的层面才能得到长久的传

承。”[83]22 7文化变迁不仅是一种社会机制和政治权力的综合话语作用,同时也是文化内部自主选择

的结果,姬安龙对下寨苗族文化变迁的情况进行了主体、风俗、空间和服饰等多维度分析,从文化的

内外两种因素总结了变迁的原因,展示了其特殊的内部结构和文化机制[84]。

(二)怀旧与消费

经济裹挟着资本重新改写了当下的社会记忆话语,剧烈的社会转型将不可避免地造成记忆的

断裂[85]。沙家强从社会学的角度展现了现代技术的催化、消费文化的操纵、个人记忆的僭越和集

体记忆的消沉给当代中国带来的记忆断裂危机[86]。阿斯曼的文化记忆受到主观经历、客观和科学

的历史知识以及文化回忆三个因素的制约[1]3 9。陶成涛则进一步把文化记忆分为知识维度、情感

维度和社会维度三个方面,并着重指出情感维度对文化记忆重要的引导和建构作用,当下中国文

学、遗产和学术界的文化乡愁分别从不同角度折射了这种情感温度的记忆图式[87]。
在消费时代的整体记忆危机下,传统文化的逐渐消失最为直接的体现就是身份认同的焦虑。

舒开智把当下名人故里之争纳入文化记忆的研究视野,因记忆本身具有主观性、建构性和选择性,
这种喧闹而尴尬的争斗实质上是消费文化所主导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制度的角逐[88]。个体生命的

存在焦虑和身份认同也是现当代文学作品的主要书写主题之一,白杨以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台

湾现代诗为主要考察对象,展现了时代焦虑和家园情怀中多重面貌的中国形象[89]。沈宁通过对伦

敦中国城海外华人的田野考察,深入探讨了在异域空间中身份认同的主要建构力量,即文化遗产,
而文化记忆则是保存和延续其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伦敦华人社群通过其主体文化自身认同的

自觉性和主动性,凸显着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与异域文化生态的互动价值”[90]5 6,文化遗产和记忆也

在自我与他者、个体与集体的社会互动中得到不断更新和传承。

(三)创伤与愈合

针对二战的重大历史创伤,美国社会学家、文化理论家杰弗里•亚历山大提出创伤理论,强调

文化创伤建构的社会属性,认为创伤研究具有一定社会思想文化的记忆特征。因此从创伤叙事入

手,“探讨文学叙事层面上文化创伤建构的社会属性,超越个体文学书写的经验现实”,成为当代文

化与社会研究重构文化记忆的研究焦点[9 1]。陶东风对见证文学和文化记忆理论进行了双向阐释:
首先,文化创伤具有社会文化参与、建构的属性,不是作为一个自在事实存在。其次,对文化记忆来

说,见证文学不仅是创伤记忆的一种书写方式,同时也在记录历史的过程中把创伤记忆进一步转化

为客观化的文化记忆[92]。
作为特殊的时代记忆,“文革”成为众多文学影视作品的书写对象和回望时代创伤的焦点。邓

金明对许子东的“文革”记忆研究提出了批判性反思,他提出基于个人原初经验和独立个体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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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这一理念最终走向以个人性、情感性及非认知性为特征且具有多元性和对话性的记忆诗

学[93]。与众多暴力或荒诞的“文革”叙述不同,范小青和王安忆把目光投向了“文革”期间的日常生

活,她们对个人生活经验与历史转变的关系的叙述性探究,打通了公私空间的阻隔。文化记忆、历
史描述和政治想象的另类书写给读者展现了个人主体性在历史转折关头的不断损毁与重建[94]。
遗忘也是一种选择性的记忆,王友琴从“文革”批斗中的嚎歌出发,发现了不同的记忆群体对同一事

件的记忆差异,对被迫害者来说,遗忘是另一种沉默的记忆方式。时代不断修改创伤的表达,也使

创伤记忆不断发生变化[95]。李新亮关注到了三十多年来“文革”小说创作的变化历程,在创作思维

上,呈现出从集体记忆到个人记忆的转变;在文体风格上,是从历史悲剧到狂欢喜剧的转变;在文学

题材上,呈现出从以“文革”为主题到以“文革”为背景的转变[96]。徐贲觉察到大众传媒高度全球化

对“文革”记忆的影响,“文革”记忆不仅仅以当事人经历的历史为主,传媒(影视、出版物、网络、新闻

等)也更多地参与了“文革”记忆的生成,记忆的空间也随之拓展到了超国界的传媒空间之中[97]。

五、结　语

我国文化记忆研究呈现出跨学科的总体特点,也存在概念泛化乃至语义过载等问题,至今仍然常

常以集体记忆、社会记忆、历史记忆等术语混杂出现。在整个记忆生成的意义空间中,文化记忆或作

为本质性问题出现在回溯原点,或作为建构性力量作用于过程,或以具象符号凝聚于终点,关于文化

记忆的研究就是这样一个意义凝聚、生成并解构的循环阐释过程。不同学科带着自身的话语体系、研
究对象和理论观照,选择以记忆的载体、场域或功能为切入点参与到具体研究之中。自这一概念被引

入以来,国内研究呈现均衡上升的趋势,并随着不同的时代现象和社会问题的产生逐渐扩大其研究领

域。整体来看,我国的文化记忆研究已有较为深厚的基础,未来可以在以下方面继续拓展和深化:
首先,从研究议题来看,现有议题主要集中在文化记忆的载体,而对文化记忆的机制、场域和功

能研究仍然较为薄弱。文字和仪式的书写载体使文化记忆在众多记忆理论中有着鲜明的文化触

角,可以进入不同的学科视域,游走于界限之间,但对于自媒体等新媒介对记忆的影响仍缺乏研究

的敏锐度。关于文化记忆的功能,亟须拓展其在教育、增进个体幸福和提升社区融合等方面功能的

研究。西方对记忆的真实性、伦理及政治性问题的关注和讨论在国内仍未得到较大反响。虽然对

文化记忆生成过程的研究已有大量成果,但大多局限于社会权力和话语的作用力层面,个体和集体

作为记忆主体的能动性和互动性值得继续探讨。其次,从研究对象来看,文化记忆研究对象已逐渐

超出了最初文学作品和仪式的范畴,碑刻、古籍、书法乃至服装和国货都进入了研究视域,金石、舆
图、书画等边缘性研究也可以通过文化记忆得以激活。古今时空轴线上的众多记忆符号、表征方式

和话语断层都可以为文化记忆研究提供丰富的选择,在今后的文化记忆研究中如何做到物、事、意
的兼顾将成为新的挑战。最后,从研究方法来看,目前国内对文化记忆的研究仍然以阐释性论述为

主,少数田野调查案例也以口述为主要支撑,人文地理研究的介入使得 GIS 地理信息技术成为新

的研究方法。在考察文化记忆的教育、增进个体幸福感和促进社区融合功能等方面也可适当采用

定量方法。文化记忆理念本身也是一种阐释性的方法论体系,其凝聚性结构如何在具体的记忆实

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应当在多样的文化叙事中得到突破。
总之,文化记忆研究有着广阔的研究视野和开放的阐释空间,它在中国引入和发展的近二十年

里,在记忆的载体、实践和功能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我们也期待未来的研究能实现更大范围的跨

学科互动以及基于本土文化传统的理论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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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ing,Space and Identity:A Review of Cultural Memory Studies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in China

Liu Huimei　Yao Yuanyu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 s,Zhej 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 1 005 8,China)

Abstract:Memory studies with their unique temporal and spatial attributes,cultural tension and
social concern,have become a focus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tudi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From collected memory to collective memory, the found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memory theory indicates the evolution of memory studies.During this
process,the social foundation, constructiveness and inheritance of memory are constantly
clarified and strengthened.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thinking of collective memory and social
memory,cultural memory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focus of memory researches with its
abundant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nd social function. However,

domestic studies of cultural memory show a relative lack in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theories,

place-based practice and social phenomenon analysis.We suggest more efforts be mad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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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disciplinary and trans-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and academic platform construction in
domestic cultural memory studies and deeper examination and integration should be made of
existing research and important thoughts.

Focusing on the theory of cultural memory founded by the German scholars,Jan Assmann
and Aleida Assmann,this paper traces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memory research,and
combines it with the status quo of cultural memory research in China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and reviews the domestic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i.e., cultural
inscription,space and function of cultural memory.Firstly,cultural memory is represented in
various forms of cultural images and forms,of which text and ritual are two maj or forms of
memory. Poetry, novels, folk legends and other literary works belong to the textual
representation of cultural memory;traditional festivals,customs,local ceremonies and folk
dances are ritual forms;television,news and other media also contribute to memory inscriptions
with their vivid techniques;inter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practice focuses on the preserv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memory in different places;new media,We media and other forms of memory
are expanding the boundary of cultural memory inscriptions.Secondly,memory is cultivated and
generated in specific time and space.With its capacity of containing and evoking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memory,place is also the bearer of cultural writing and reconstruction.The field of
memory not only includes the physical space that can be touched and sensed,but is also rooted in
the invisible space of cultural tradition and past.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urban public
space,villages,ancestral halls,museums and other places have become the specific research
obj ects of memory field.Thirdly,the concretion of identity in cultural memory can contribute to
the historical inheritance in temporal dimension and also can generate collective constraints in
social dimension.The traces of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s,cultural introspection of nostalgia and
consumption,and traumatic memory research all reveal the social concern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trend of contemporary memory research.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in the space of memory meaning generation,cultural memory may be
functioned a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the related essential issues or as a constructive force in the study
process,or as specific cultural symbols at the end point,and the study on cultural memory is an
interpretative process of development,generation and deconstruction of meaning.The research trend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rac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current social problems gradually expand the research
field of cultural memory in China.Future research may extend beyond specific cultural symbols and
spaces,examining a broader range of research themes,employing a broader range of research methods
and deepening the memory theoretical studies cultivated by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Particularly,

the functions of education,individual's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community integration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to,and the combination of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is also
preferred in these research topics.
Key words:cultural memory;cultural writing;spaces;identity;carrier of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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