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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发展初期取得了多方面的重大成就，但后来由于没有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体制和机制逐
步僵化，导致发展速度缓慢甚至停滞，至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面临严重的困难。
而在此同时，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抓住新技术革命兴起的机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调整自己的体制和政策，缓解社会矛盾
，表现出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势头。
另一方面，从国内背景来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遭遇了极大的挫折。
我们党在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后，极大地发展了经济社会等项事业，但也走了弯路，
甚至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失误，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度停滞，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
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性挑战和压力。
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历史背景下，肩负着复兴中华民族和发展社会主义双重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
深刻思考为什么社会主义在发展的进程中面临如此巨大的挑战和困难，而资本主义为什么在发展进程
中又起死回生，表现出新的发展势头，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怎样才能克服困难和挫折，发展起来，并最
终战胜资本主义。
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引出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如何认识当代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引出了中国共产
党人毅然决然走改革开放之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抉择。
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者们来说，推进改革开放，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正确认识和
把握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这就必须首先回答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又要依次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
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
而上述三个问题最终归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性问题。
这事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长期执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归结起来
，就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问题。
这些问题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依次提出，而又依次得到回答，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实践，又不
断地得到新的解决。
历史实践已经证明，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已经创造性地并将进一步深入地回答这一系列重大
历史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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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新时期30年中国文学进行了回顾和反思，主要以文学思潮为线索，把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文
化批评等串联起来，把新时期主要的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放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了清晰的梳
理和深刻的评述。
举凡比较重要的文学思潮、文学运动和文学论争，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文学的自主性、朦胧诗、
“现代派”论争、寻根文学、先锋实验文学、新写实小说、痞子文学、“人文精神”大讨论、道德理
想主义思潮、新生代作家、私人化写作、身体写作、80后写作、大话文学、玄幻文学等，均在本书中
得到了中肯和深入的分析。
本书是了解新时期中国文学的重要作品，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和教学的重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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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从精英化到去精英化——新时期文学30年扫描  一  八十年代文学活动的精英化  二  精英化的两个
阶段  三  文学／文化活动的去精英化  四  痞子文学：去精英化的始作俑者  五  网络和文学的去精英化  
六  文化偶像的“祛魅”与“大学精神”的改写  七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文学性的扩散和文学的去精英
化  八  经典的消费化、大话文学与文学的去精英化  九  众声喧哗背后的无聊及其社会根源第一章  拨乱
反正与人道主义的复归  一  拨乱反正与为文艺正名  二  人道主义及其争论  三  关于异化问题第二章  心
灵的伤痕与历史的反思  一  伤痕文学  二  反思文学  三  改革文学第三章  向内转与文学自主性的回归  一
 文学主体性的论争  二  文学“向内转”的讨论  三  “20世纪中国文学”与重写文学史  四  关于“纯文
学”的讨论第四章  从朦胧诗到新生代诗  一  朦胧诗  二  新生代诗第五章  现代主义思潮（上）：现代
派小说  一  西方现代主义的译介  二  现代派手法的初步实践  三  现代派小说  四  现代派与伪现代派之争
第六章  现代主义思潮（下）：先锋文学  一  先锋小说的出现与命名  二  先锋小说的叙事圈套  三  先锋
小说的主题表达  四  先锋文学的终结与转向  五  先锋戏剧第七章  寻根文学  一  寻根文学的兴起与讨论  
二  寻根文学兴起的背景  三  寻根文学之寻“根”第八章  新写实小说  一  新写实小说的兴起与讨论  二  
新写实小说兴起的原因  三  新写实小说的审美特征  四  结语第九章  王朔与“痞子文学”  一  “王朔现
象”的出现及其论争  二  王朔小说的叙事策略及其颠覆力量  三  王朔小说的文化虚无主义与反智主义
倾向  四  王朔小说出现与走红的社会文化语境  五  王朔小说的意义与缺陷第十章  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
的论争  一  “人文精神”的出场语境  二  作为“世俗精神”对立面的“人文精神”  三  世俗化在中国
的历史意义  四  世俗化在中国特殊语境中的畸变第十一章  女性写作：从私人化写作到身体写作  一  私
人化写作与走向幽闭的身体  二  “美女作家”与所谓“身体写作”  三  《遗情书》：走向纯粹娱乐化
的身体第十二章  大话文学与经典消费思潮  一  话题的缘起与概念的厘定  二  大话文学的文体特征与快
感类型  三  对权威的嘲弄与颠覆  四  众说纷纭话“大话”  五  大话文学与犬儒主义  附录一  种特殊的大
话文学类型第十三章  青春文学、盗墓文学与玄幻文学——“80后写作”举要  一  80后的出场与命名  
二  青春文学  三  玄幻文学  四  盗墓文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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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十二章大话文学与经典消费思潮世纪之交，中国文学和文化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景观，就是所谓
的“戏说经典”、“恶搞”或“无厘头”现象：《西游》被大话，《三国》被水煮，孙悟空变成了好
员工(《孙悟空是个好员工》)，沙僧和八戒都开始写日记(《八戒日记》、《沙僧日记》)，慈禧太后
有了“先进事迹’’(《慈禧先进事迹》)，贾宝玉成为“文化大革命”时候的造反派(《宝黛相会之样
板戏版》)，杨子荣有了私生子，白毛女摇身一变为商界英雄(《新版白毛女》)。
还有，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被用作音响产品广告的开头曲，巨幅的《蒙娜丽莎》复制品被用作瓷
砖广告挂在城市街头，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对于经典的戏说、改写、整形，形成了洋洋可观的所谓“大话，，文艺思潮，它们在文化类型上
则属于所谓“大话文化”。
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对此进行深人分析，将能窥见当代中国思想界的一些重要线索与信息。
一话题的缘起与概念的厘定1．经典的概念无论在汉语还是其他语言中，“经典”都有规范、法则的
意思，它不但指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以语言文字或其他符号形式存在的文本，更包含此类文本所或明
或隐地体现的制约、规范人类思维、情感与行为的文化一道德与政治力量。
比如《论语》就是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象征，甚至是治国的依据和法则，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
”。
由此决定了单纯的审美本质主义视角恰恰不能解释经典的本质。
我们固然不能认为文学艺术经典不完全是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等“外部”力量肆意打造“权力”产品
，特别是从长远角度看，能够经得起时间淘洗的经典作品常常体现出某种程度的“超历史”的稳定性
，但是我们却也无法准确地列举和分析这种稳定性的固定必要元素(比如对象应该为何，技巧应该怎样
，等等)。
何况在历史尚未终结的情况下我们又如何说经典的“超”历史性呢。
我更倾向于综合的视角，即把经典看做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因素介入其中的复杂建构。
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经典一直在被建构、解构与重构。
正因为这样，经典的命运、对经典的态度，常常能够折射出特定时代、特定民族与群体的特定文化态
度与政治立场，而远远不只是审美态度或文学趣味。
比如历史上所谓文化守成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的分歧就常常集中表现为对于经典的不同态度。
一般而言，经典总是占统治地位的集团、阶级或阶层的文化趣味、道德规范的体现，一个时代认定的
经典一定是该时代既存社会文化秩序与统治阶级利益的维护者。
所以，文化守成主义者总是维护统治阶级所确立的文化经典，他们深知要保守传统就不能不维护经典
。
在以维护传统为主导的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对于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的主导态度就是尊奉。
到了充满激进革命色彩的中国近现代，对于经典的这种敬畏态度与原样接受方式受到极大冲击。
革命常常从思想领域开始，从“洗脑”开始，而洗脑首先是把脑子里原先的经典刻印抹去，然后是植
入新的刻印(建构并灌输新的经典)。
文化激进主义者的反传统常常就从“离经叛道”开始。
康有为重新考证经典，把许多重要的儒家经典指斥为“伪书”；顾颉刚辨古史的目的也是为了通过颠
覆经典来反传统。
陈独秀要打倒“贵族的”、“山林的”、“古典的”文学，实际上是把古代的绝大多数经典的文体与
文本统统置于死地。
像鲁迅、钱玄同这样的文化革命闯将，还曾经说过“不读中国古书”的极端主张，鲁迅《狂人日记》
中那个“狂人”(他身上有启蒙主义者的影子)的觉醒，居然开始于对于《二十四史》等中国经典的重
新解读：他在这些经典上读出了两个字“吃人”！
2．消费时代的经典如果说，我们必须在中国现代启蒙主义的文化价值建构以及相应的现代民族国家
建构的现代性语境中理解人们的离经叛道、解构与重构经典的行为，那么，到了今天这个中国式的早
熟的消费时代，经典所面临的则是被快餐化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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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启蒙知识界对于经典的态度虽然偏激，其动力却来自启蒙知识分子真诚的变革愿望与启蒙救亡的
社会文化使命感。
他们真诚地相信，要想拯救中国的文化进而拯救中国，首先必须彻底背叛儒家经典。
这种对于经典的态度丝毫不带有商业动机与物欲色彩，其对经典的解构也是以现代启蒙主义价值理想
的建构为正面的肯定性内容，从而使之免于滑向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
而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文坛上出现了消费经典的浪潮。
所谓“消费经典”，指的是在一个中国式畸形大众消费文化的语境中，文化工业在商业利润法则与后
全权体制环境的双重制约下，以漫画化的方式，以新兴的网络为主要媒介，对中外文学艺术史的经典
作品进行戏拟、拼贴、改写，消解经典文本的深度意义、艺术灵韵以及权威光环，使之转化为集政治
寓意、感官刺激以及商业气息为一身的平面图像或搞笑故事，成为大众消费文化的构件、装饰与笑料
。
但是，虽然“戏说”、“恶搞”、“无厘头”、“大话”等是近几年非常流行的术语，也是一种非常
重要的社会文化思潮，但这些词的确切含义却并不好界定，其内涵和外延都也并不清楚。
3．“大话”及其相近概念(1)大话“大话”、“无厘头”等都是指一种话语类型。
“无厘头”是一个广东话俗语，这个主要从香港引入内地的新词对应于英语的“nonsense”，意为“
废话”、“胡说”、“言不及义”。
大话和无厘头的意思明显非常接近，唯一的区别可能是，“大话”这个词在中国还有“无厘头”所没
有的“官腔”、“官话”的意思。
但是在无意义、不真实的含义上说，它同样属于胡说和废话。
但对世纪之交流行的作为新语词的“无厘头”的准确含义，不能简单地从字面(或字典)意义上去理解
。
语言学的一个常识是，语词的意义取决于语境——不仅仅是文本的小语境，而且也包括社会文化的大
语境。
“无厘头”的字面意思虽然是和真话、严肃认真的话、值得信赖的话等相对的假话、废话、信口开河
、胡说八道，但是如果在主流媒体和重要公共场合出现的那些打着“真理”、“真话”旗号的堂皇语
言在人们日常交流和阐释系统中发生了意义的倒转，已经成为真正的废话、假话、胡说，那么，流行
于民间的“无厘头”就会随之发生意义的翻转，反而意味着有意义的真话，至少是比那些自称不是废
话的废话更有意义——虽然以不正经、搅浑水的面目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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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第十二章大话文学与经典消费思潮世纪之交，中国文学和文化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景观，就是所谓
的“戏说经典”、“恶搞”或“无厘头”现象：《西游》被大话，《三国》被水煮，孙悟空变成了好
员工(《孙悟空是个好员工》)，沙僧和八戒都开始写日记(《八戒日记》、《沙僧日记》)，慈禧太后
有了“先进事迹’’(《慈禧先进事迹》)，贾宝玉成为“文化大革命”时候的造反派(《宝黛相会之样
板戏版》)，杨子荣有了私生子，白毛女摇身一变为商界英雄(《新版白毛女》)。
还有，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被用作音响产品广告的开头曲，巨幅的《蒙娜丽莎》复制品被用作瓷
砖广告挂在城市街头，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对于经典的戏说、改写、整形，形成了洋洋可观的所谓“大话，，文艺思潮，它们在文化类型上
则属于所谓“大话文化”。
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对此进行深人分析，将能窥见当代中国思想界的一些重要线索与信息。
一话题的缘起与概念的厘定1．经典的概念无论在汉语还是其他语言中，“经典”都有规范、法则的
意思，它不但指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以语言文字或其他符号形式存在的文本，更包含此类文本所或明
或隐地体现的制约、规范人类思维、情感与行为的文化一道德与政治力量。
比如《论语》就是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象征，甚至是治国的依据和法则，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
”。
由此决定了单纯的审美本质主义视角恰恰不能解释经典的本质。
我们固然不能认为文学艺术经典不完全是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等“外部”力量肆意打造“权力”产品
，特别是从长远角度看，能够经得起时间淘洗的经典作品常常体现出某种程度的“超历史”的稳定性
，但是我们却也无法准确地列举和分析这种稳定性的固定必要元素(比如对象应该为何，技巧应该怎样
，等等)。
何况在历史尚未终结的情况下我们又如何说经典的“超”历史性呢。
我更倾向于综合的视角，即把经典看做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因素介入其中的复杂建构。
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经典一直在被建构、解构与重构。
正因为这样，经典的命运、对经典的态度，常常能够折射出特定时代、特定民族与群体的特定文化态
度与政治立场，而远远不只是审美态度或文学趣味。
比如历史上所谓文化守成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的分歧就常常集中表现为对于经典的不同态度。
一般而言，经典总是占统治地位的集团、阶级或阶层的文化趣味、道德规范的体现，一个时代认定的
经典一定是该时代既存社会文化秩序与统治阶级利益的维护者。
所以，文化守成主义者总是维护统治阶级所确立的文化经典，他们深知要保守传统就不能不维护经典
。
在以维护传统为主导的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对于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的主导态度就是尊奉。
到了充满激进革命色彩的中国近现代，对于经典的这种敬畏态度与原样接受方式受到极大冲击。
革命常常从思想领域开始，从“洗脑”开始，而洗脑首先是把脑子里原先的经典刻印抹去，然后是植
入新的刻印(建构并灌输新的经典)。
文化激进主义者的反传统常常就从“离经叛道”开始。
康有为重新考证经典，把许多重要的儒家经典指斥为“伪书”；顾颉刚辨古史的目的也是为了通过颠
覆经典来反传统。
陈独秀要打倒“贵族的”、“山林的”、“古典的”文学，实际上是把古代的绝大多数经典的文体与
文本统统置于死地。
像鲁迅、钱玄同这样的文化革命闯将，还曾经说过“不读中国古书”的极端主张，鲁迅《狂人日记》
中那个“狂人”(他身上有启蒙主义者的影子)的觉醒，居然开始于对于《二十四史》等中国经典的重
新解读：他在这些经典上读出了两个字“吃人”！
2．消费时代的经典如果说，我们必须在中国现代启蒙主义的文化价值建构以及相应的现代民族国家
建构的现代性语境中理解人们的离经叛道、解构与重构经典的行为，那么，到了今天这个中国式的早
熟的消费时代，经典所面临的则是被快餐化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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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启蒙知识界对于经典的态度虽然偏激，其动力却来自启蒙知识分子真诚的变革愿望与启蒙救亡的
社会文化使命感。
他们真诚地相信，要想拯救中国的文化进而拯救中国，首先必须彻底背叛儒家经典。
这种对于经典的态度丝毫不带有商业动机与物欲色彩，其对经典的解构也是以现代启蒙主义价值理想
的建构为正面的肯定性内容，从而使之免于滑向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
而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文坛上出现了消费经典的浪潮。
所谓“消费经典”，指的是在一个中国式畸形大众消费文化的语境中，文化工业在商业利润法则与后
全权体制环境的双重制约下，以漫画化的方式，以新兴的网络为主要媒介，对中外文学艺术史的经典
作品进行戏拟、拼贴、改写，消解经典文本的深度意义、艺术灵韵以及权威光环，使之转化为集政治
寓意、感官刺激以及商业气息为一身的平面图像或搞笑故事，成为大众消费文化的构件、装饰与笑料
。
但是，虽然“戏说”、“恶搞”、“无厘头”、“大话”等是近几年非常流行的术语，也是一种非常
重要的社会文化思潮，但这些词的确切含义却并不好界定，其内涵和外延都也并不清楚。
3．“大话”及其相近概念(1)大话“大话”、“无厘头”等都是指一种话语类型。
“无厘头”是一个广东话俗语，这个主要从香港引入内地的新词对应于英语的“nonsense”，意为“
废话”、“胡说”、“言不及义”。
大话和无厘头的意思明显非常接近，唯一的区别可能是，“大话”这个词在中国还有“无厘头”所没
有的“官腔”、“官话”的意思。
但是在无意义、不真实的含义上说，它同样属于胡说和废话。
但对世纪之交流行的作为新语词的“无厘头”的准确含义，不能简单地从字面(或字典)意义上去理解
。
语言学的一个常识是，语词的意义取决于语境——不仅仅是文本的小语境，而且也包括社会文化的大
语境。
“无厘头”的字面意思虽然是和真话、严肃认真的话、值得信赖的话等相对的假话、废话、信口开河
、胡说八道，但是如果在主流媒体和重要公共场合出现的那些打着“真理”、“真话”旗号的堂皇语
言在人们日常交流和阐释系统中发生了意义的倒转，已经成为真正的废话、假话、胡说，那么，流行
于民间的“无厘头”就会随之发生意义的翻转，反而意味着有意义的真话，至少是比那些自称不是废
话的废话更有意义——虽然以不正经、搅浑水的面目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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