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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红岩〉是怎样炼成的&mdash;&mdash;国家文学的生产和消费》从文化生产的角度考察了《红
岩》的创作、修改、出版、发行、社会反馈、受众阅读等一系列生产和消费环节，通过对革命文艺生
产与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文化制度、历史环境、公众趣味等等之间多面而复杂关系的分析，揭示了
革命文艺生产过程中的复杂因素、机制和奥秘。
　　《〈红岩〉是怎样炼成的&mdash;&mdash;国家文学的生产和消费》采用&ldquo;个案研究&rdquo;
的研究方法和文化产品生产的社会学分析方法，详细梳理了《红岩》组织生产中的整个过程以及生产
过程中的具体细节，呈现出作为政治文化的中国当代文学在生产过程中出人意料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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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钱振文，河北元氏人，北京鲁迅博物馆副研究员。
分别于1988年、1991年、2006年获得学士。
硕士、博士学位。
曾经在《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等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过《这座了不起的大桥》一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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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 朴贞姬的&ldquo;生产方式&rdquo;研究　　朴贞姬的《构成的真实--（红岩）的叙事形成考察
》是一篇试图从文本之外走进文本之中的尝试之作。
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是&ldquo;《红岩》的前文本阶段考察&rdquo;，第二部分是&ldquo;构成的真
实&rdquo;。
在第一部分中，作者试图探究《红岩》写作过程中的某种复杂性和写作方式的特殊性。
通过考察，作者认为《红岩》的写作动机是充分政治化的，写作方式上有一个&ldquo;&lsquo;个体作
者&rsquo;逐渐淡化或消失，而演变为一种&lsquo;集体化写作&hellip;的过程。
这样，关于《红岩》的作者是谁就有了全新的结论：&ldquo;这部小说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只是执笔
者、署名者而已。
&hellip;&hellip;这部小说的真正作者是一群为着同一目标而相互协作的写作人员的组合，是这个组合背
后的意识形态。
这个组合共同创造或者说共同服从了意识形态话语。
&rdquo;由此思路出发，作者认为《红岩》的写作是一个作者不断克服&ldquo;个人体验&rdquo;
的&ldquo;非个人化的写作&rdquo;。
最后，作者得出了结论：&ldquo;《红岩》的写作过程是有典型性的。
当代写作中，个人体验与政治意图、意识形态目的之间的矛盾是最主要冲突。
&rdquo;②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是较早注意到《红岩》在写作方式上和一般的文学作品甚至是和其
他的革命文学都很不相同的研究者。
与朴贞姬差不多同一个时期，洪子诚先生在他的非常&ldquo;个人化&rdquo;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
，以&ldquo;《红岩》的写作方式&rdquo;这样一个独特的、专门的角度来论述《红岩》，并有和朴贞
姬非常相似的结论：&ldquo;《红岩》约十年的成书过程，是当代文学&rsquo;组织生产&lsquo;获得成
功的一次实践。
这种&rsquo;组织生产&lsquo;的方式在戏剧、电影的制作中是经常使用的，在&rsquo;个人写作&lsquo;
的文学体裁中并不一定常见；但在后来的&rsquo;文革&lsquo;期间，则几乎成为重要作品的主要生产方
式。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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