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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提起五色石，有谁不想到它源自中华民族借一位创世女神之巨手，谱写出的那篇天地大文章？
一两千年前的汉晋古籍记载了这个东方民族的族源神话：当诸多部族驰骋开拓、兼并融合而造成天倾
地裂，水灾火患不息的危难时刻，站出了一位曾经抟土造人的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
四极”（《淮南子·览冥训》），重新恢复和创造天行惟健，地德载物的民族生存发展的空间。
在烈火中创造自己色彩的五色石，凝聚了这种天地创生，刚健浑厚的品格，自然也应该内化为以文学
一文化学术创新为宗旨的本书系的精神内涵和色彩形态，探索一条有色彩的创新之路。
经由“天缺须补而可补”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其缺者的大与圣，其补者的仁与智，无不可以引发创
造精神和神思妙想的大爆发。
何况人们又说女娲制作笙簧，希望在创造性的爆发中融人更多美妙动人的音符？
李贺诗：“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
”歌咏的是西域乐器箜篌，朝鲜平民乐曲《箜篌引》，可见精神境界之开放，诚如清人所云：“本咏
箜篌耳，忽然说到女娲、神妪，惊天入月，变眩百怪，不可方物，真是鬼神于文。
”（黄周星《唐诗快》）创造性思维既可以正面立意，又可反向着墨，如司空图《杂言》：“乌飞飞
，兔蹶蹶（乌与兔是日月之精），朝来暮去驱时节。
女娲只解补青天，不解煎胶粘日月。
”当然也可以融合多端，开展综合创新，如卢仝的古体诗：“神农（应是伏羲）画八卦，凿破天心胸
。
女娲本是伏羲妇，恐天怒。
捣炼五色石，引日月之针，五星之缕把天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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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被召唤的传统：百年中国文学新传统的形成》重新探讨百年中国文学的“传统”究竟是什么。
论述尝试从对过去的研究史的梳理入手，指出这些研究存在的共同的问题：对中国文学自身创造力量
的忽略，将“传统”看成是一系列已经存在的不可改变的东西，这就影响了我们对新文学实际过程的
全面把握。
《被召唤的传统：百年中国文学新传统的形成》重新定义“传统”及其生成机制，以大量文学史事实
证明百年中国文学传统既不是中国古代传统的简单袭用，也不是西方文化的简单引入，为重新梳理中
国文学传统提出一系列新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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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不断被召唤的“传统”第一章 中国文学的创造机制及其现代意义第一节 传统：继承还是创造第
二节 现代诗人的创造与诗歌传统的变迁第三节 “以诗为文”传统与现代小说的“诗化”第四节 新文
学传统与现代作家的“非个人化”第五节 “逆流”与传统——以“新诗潮”为例第二章 外来文化资
源与中国新文学“传统”的塑形第一节 外来资源与中国新文学的“二元”思维第二节 西方文化“中
国化”的可能与局限第三节 异域体验与异域文化资源的互动第三章 现代体验与中国文学新传统的形
成第一节 “个人”：中国文学新传统的起点第二节 突破“民族性”、“本土性”的神话第三节 突破
西方“现代性”、“近代性”的神话第四节 突破“断裂论”的神话第四章 被误读的新文学传统第一
节 新文学传统与现代阐释第二节 变幻的面具：从革命论到后现代第三节 误读的焦虑：海外汉学重估
第四节 被误读的新诗传统——一个文体的典型案例第五节 误读的缠绕与新文学传统的生长附录 五四
：文化的断裂还是生长？
——与毛迅对话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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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传统=保守，中国新文学的反传统=最值得肯定的进步的实绩，这是我们长期以来的一个基本判断。
现在看来，这样的推理方式明显有它值得商榷之处，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商榷之声的不断响起
，新问题又出现了：传统：反对西方文化霸权？
中国新文学的反传统一臣服于西方文化霸权的自我失语？
当我们把自五四开启的新文学置于新／旧、进步／保守、革命／封建的尖锐对立中加以解读，自然就
会格外凸显其中所包含的“反传统”色彩，在过去，不断“革命”、不断“进步”的我们大力激赏着
这些所谓的“反传统”形象，甚至觉得胡适的“改良”还不够，陈独秀的“革命”更彻底，胡适的“
放脚诗”太保守，而郭沫若的狂飙突进才真正“开一代诗风”。
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同样的这些“反传统”形象，却又遭遇到了空前的质疑：五四文学家们的思维
方式被贬之为“非此即彼”的荒谬逻辑，而他们反叛古典“传统”、模仿西方诗歌的选择更被宣判为
“臣服于西方文化霸权”，是导致中国新诗的种种缺陷的根本原因！
笔者以为，对于这一“传统”难题的破解最好还是回到历史本身，让中国新文学历史的事实来说话。
其实，如果我们能够不怀有任何先验的偏见，心平气和地解读中国新文学，那么就不难发现其中大量
存在的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系，这种联系从情感、趣味到语言形态等全方位地建立着。
以现代新诗为例，我们发现，即便是“反传统”的中国新诗，也可以找出中国古典诗歌以宋诗为典型
的“反传统”模式的潜在影响。
我们曾经在一些著述中极力证明着这样的古今联系。
①然而，在今天看来，单方向地“证明”依然不利于我们对于“问题”的真正深入。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被召唤的传统>>

后记

本书构想于2004年，正好有机会申报了高等学校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项目，并且获得
了批准。
2008年申报国家社科基金“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概念与中外文化交流”，关于“传统”概念的理解其实
也属于这一新的研究计划了。
这样便有了目前这个以观念和概念为中心进行学术史检讨的写作方式。
课题框架由李怡设计，具体研究由李怡和颜同林、周维东三人共同完成。
李怡分担了导论、第二章，颜同林承担了第一、第四章，周维东承担第三章。
最后笔者负责全书统稿。
不过，究竟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具体观点和想法，要取得完全一致并不现实，所以我的统稿是保证了
大的构思的一致性，至于个人思想的一些特色也尽量予以保留，我想，这也是中国新文学“传统”丰
富的一种生动体现吧！
感谢为本课题研究提供支持的各级学术基金，感谢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的郭晓鸿女士！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被召唤的传统>>

编辑推荐

《被召唤的传统:百年中国文学新传统的形成》：五色石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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