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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革命与爱情”的现代性叙事图景：中国现代小说的题材叙事研究》以“现代性”为价值视点
，考察现代小说中“革命与爱情”这一叙事形态的发展变化。
通过对不同时段里大量作家作品的深入分析解读，《“革命与爱情”的现代性叙事图景：中国现代小
说的题材叙事研究》一方面展示现代作家的心路历程与文化选择，另一方面也对现代文学中的救亡与
启蒙、国家与个人、政治与文学等系列关系作出新的思考。
在论述这个“现代性变迁”的过程中，得出的结论是：“革命与爱情”叙事以对政治现代性激进追求
为初衷，在发展过程中这一叙事模式经历了多元变迁，对现代性的诉求也因革命理性主导而步人审美
迷途。
在20世纪后叶的新历史时期，由于社会文化的整体转型，这一叙事模式经历了消费文化的喜剧改写和
知识精英的后现代颠覆，最终由审美现代性构成了这一叙事模式的反讽。
“革命与爱情”的题材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不仅仅具有一般题材学的意义。
　　《“革命与爱情”的现代性叙事图景：中国现代小说的题材叙事研究》共分12章，包括四个方面
内容。
　　第一部分（一、二、三、四章）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是追寻现代“革命”与“爱情”话语的根
源。
这部分认为，19世纪后半叶的“革命”与“爱情”话语主要来源于西方，在与中国本土语境产生化合
后，其“现代性”中含有革命“激进化”和爱情“道德化”的负性因子。
其二是分析革命文学的“革命加恋爱”小说，指出它的精神与美学内容一方面承续有五四的“现代性
”，同时也含有现代性的分裂因素，革命化的自我成长压倒了个体的启蒙成长。
　　第二部分（五、六、七章）主要探讨“革命与爱情”题材叙事在发展过程中的多元风貌。
这种叙事的“多元化”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一是茅盾的以爱欲写“革命”以及通过摈弃“爱欲”来
化解“革命化”的矛盾；二是现代通俗类作家在此题材上的迷失、转向与成就；三是在“救亡”革命
下现代作家的“爱情”叙事选择。
通过分析梳理这些“多元”叙事，作者既勾勒出“革命与爱情”叙事的一段发展历程，也指明此类叙
事曾在文学史上获取的现代性实绩，同时也更好地理解现代作家在一定历史情境下的文化选择。
　　第三部分（八、九、十章）主要论述“革命与爱情”叙事由现代性的整合到走向现代性的迷误历
程。
《“革命与爱情”的现代性叙事图景：中国现代小说的题材叙事研究》认为这类叙事现代性的渐失既
受解放区文学理念的规范作用，也与知识者的自我“革命化”相关，随着阶级斗争成为“一体化革命
”，意识形态、作家和读者共同加入“革命”的众声合唱，“爱情”被指认为“小资产阶级感情”，
这样，“百花时代”的努力只是昙花一现的“现代性”挣扎，“革命与爱情”叙事只能在“为革命作
证”中走向现代性的逃遁与迷失。
　　第四部分（十一、十二章）主要论述后新时期的两种叙事模式，一种是受消费文化影响，革命与
爱情叙事在革命历史题材和“红色经典”中大量再现，但在革命的幕布下，革命者的爱情和性被演绎
成世俗化的日常生活的喜剧场景，革命与爱情话语除了愈来愈商业化的模拟式嬉戏外，已不再具深刻
的历史内涵；另一种是以阎连科的《坚硬如水》为代表，作品在狂欢化的话语层面上完成了性对政治
权力话语的本质性解构，彻底颠覆了“革命与爱情”所建构的叙事伦理模式。
但对于这一主题的现代性建构仍然有待完成。
　　附录部分收录有作者近年来有关文艺现代性的研究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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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华瑜，男，1972年12月出生，安徽桐城人。
2003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
现为湖北警官学院副教授，公共基础部主任。
主要从事中外文学和文化研究，已在《光明日报》（理论版）、《鲁迅研究月刊》、《中国文学研究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中国文化报》、《名作欣赏》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主
编了《公安文书写作新编》、《公安教育的人文视域》等著作。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革命与爱情”的现代性叙事图景>>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一、现代性的内涵二、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追求三、“革命与爱情”的现代性蕴义及其
研究价值第二章 “革命与爱情”的叙事话语之源一、现代文学的革命化转向二、现代爱情叙事的萌生
第三章 “革命加恋爱”小说——革命文学的原生态一、五四文化精神的“革命”与“浪漫”二、普罗
文学思潮的影响三、现代性的美学因子第四章 在革命和爱情中成长——叙事的现代性分裂一、在革命
与爱情的交互中成长二、叙事的现代性分裂第五章 革命叙事话语中的爱欲规训一、女性意识融入革命
叙事二、《蚀》与《虹》中的革命与爱欲第六章 栖息在通俗与先锋之间一、“新感觉”的革命与情欲
二、通俗写作的现代转向三、现代主义的新浪漫派第七章 “救亡”革命下的现代性叙事图景一、沦陷
地的歌哭二、新女性的追求三、现代性自我的强力喷薄第八章 翻身革命中的新人爱情一、外来者的步
步后撤——以丁玲为例二、本土作家的文化选择第九章 萧条年代的点点“红豆”一、“爱情”话语的
压抑摧折二、“春天”里的感伤与追悔第十章 革命“艳阳”里的现代性迷遁一、革命英雄的“战斗的
青春”二、知识者的“青春之歌”三、“艳阳天”里的现代性迷遁第十一章 文化变迁时代的“革命与
爱情”——从消费主义到解构主义一、文化语境的现代性变迁二、新革命历史小说的消费性言说三、
红色经典的解构性改写第十二章 坚硬如水——现代性的反思与建构的空置一、叙事模式的回归与变异
：革命与情欲的极致张扬二、解构叙事下的现代性反思三、语言狂欢下现代性建构的空置附录 现代性
视阈下的文学研究略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新现实语境下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放逐之子的复仇之剑
——从《铸剑》和《鲜血梅花》看两代先锋作家的艺术品格与主体精神暗夜里的蹈冰者——余华小说
的女性形象解读权力场上的人性角逐——论刘震云早期中篇系列小说公安文艺的现代性思考多重对视
中的一声叹息——解读徐坤《一个老外在中国》英雄的悲剧，戏仿的经典——网络小说《悟空传》的
深度解读历史感、人道精神与中国作派——评电视连续剧《金婚》性别权力的两种演绎——《紫色》
与《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的两性文化观念比较艺术现代性的双重消解——从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的
反讽策略谈起信息时代文学传统范式的变异与回归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学术研究结语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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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王德威评论说：“小说家更标举革命与爱情，并赋之以改革现实的使命。
用陈清乔的话来说，如果我们把‘爱情（Love）看成一种情感驱动力，内化了社会改革的冲劲；那么
爱欲或可视为一种生命能量，足以推动终极的革命之轮’。
”①　　1927年8月至1928年6月间茅盾创作了长篇小说《蚀》三部曲（包括略带连续性的三个系列中
篇：《幻灭》、《动摇》和《追求》），三部曲写的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动态
，主题上都是围绕革命与爱情展开，在穿着“恋爱的外衣”上曾一定程度对普罗文学的“革命加恋爱
”创作产生过影响。
《幻灭》描写知识女性静女士的追求革命与爱情的两方面“幻灭”，《动摇》描写青年革命干部方罗
兰在革命与爱情两方面的动摇，《追求》描写一群青年知识分子追求革命与爱情的悲剧命运。
茅盾以叙述“革命与爱情”两方面“幻灭”的方式，既与鸳鸯蝴蝶派和新文学作家如郁达夫等人的颓
废感伤叙事传统有异，也不同于普罗文学的“革命加恋爱”叙事范型。
　　《蚀》里的主要人物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几个有鲜明性格特色的时代
女性人物形象，这些女性人物即如茅盾所说，“所着力描写的，却只有二型：静女士、方太太，属于
同型；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属于又一的同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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