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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文学理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中国人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中，起过极其
重要的作用。
从新中国成立初年的一些文艺论争对当时的政治走向的影响，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文艺进入到思想
文化领域的核心地带的状况，到改革开放初期文艺对推动意识形态转型的重大意义，再到新世纪头十
年文艺学研究在当代社会文化建设中所扮演的角色，本书都作了认真的研究。
高建平主编的《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1949-2009）》的特点在于，作者并不是将主要注意力放在六
十多年的历史过程描述之上，而是以问题为纲，选取21个六十多年来文艺学论争的中心问题进行专题
探讨，努力做到以论带史，以论见史，深入到这些论争的内部进行资料的梳理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因此，《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1949-2009）》的目的，就不仅限于对这六十年文艺理论的历史进行
记录，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温故而知新，对新时代建设新的文艺理论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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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文学理论的凝结、坚守与突进（代序）
上编
　第一章 新中国建构文学理论的话语资源
　　第一节 政治权威话语——毛泽东文艺思想
　　第二节 学术权威话语——苏联文学理论
　　第三节 边缘话语——中、西方文论传统
　第二章 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讨论与批判
　　第一节 胡风文艺理论的关键词及思想逻辑
　　第二节 间隙初生：重庆座谈会
　　第三节 批判序幕：香港《大众文艺丛刊》
　　第四节 批判渐次升级：1949—1955
　第三章 “黑八论”批判及反思
　　第一节 “黑八论”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
　　第二节 “黑八论”的出笼及其主要内容
　　第三节 “黑八论”评述
　第四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理论——“样板戏”与“三突出”的历史教训
　　第一节 “八个革命样板戏”
　　第二节 从“两结合”到“根本任务”论
　　第三节 “主题先行”和“三突出”论
　　第四节 政治与文学的双重迷误
　第五章 关于文学艺术批评标准的讨论
　　第一节 毛泽东的《讲话》与新中国文艺批评标准的确立
　　第二节 文艺理论家对《讲话》精神的解读
　　第三节 新时期对文艺批评标准问题的反思与重建
　第六章 人性、人道主义问题大讨论
　　第一节 五六十年代关于人性与文艺关系的探索
　　第二节 七八十年代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与文艺关系的探索
　第七章 “形象思维”说的发展、终结与变容
　　第一节 “形象思维”概念的提出
　　第二节 “形象思维”讨论在中国的兴起
　　第三节 改革开放与“形象思维”
　　第四节 对“形象思维”的反思
　　第五节 “形象思维”论的三个发展
　　第六节 从形象思维到符号思维
　第八章 文学主体性的超越与局限
　　第一节 文学主体性的哲学来源
　　第二节 文艺学自身的历史脉络
　　第三节 “文学是人学”的来龙去脉
　　第四节 文学主体性的意义
　　第五节 “文学主体性”的局限
中编
　第九章 文艺与意识形态
　　第一节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文艺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探索
　　第二节 20世纪70—90年代关于文艺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探索
　　第三节 新时期关于“审美意识形态”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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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 文学人类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第一节 民族文学、比较文学、文学人类学
　　第二节 文学人类学的学科建构：西方与中国
　　第三节 神话学、原型批评与文化阐释派的崛起
　　第四节 中国的文学人类学派之前景展望
　第十一章 科学方法论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历险
　　第一节 “老三论”在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第二节 “新三论”及其他科学方法论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历险
　　第三节 科学方法论的反思
　第十二章 新时期文艺与政治、经济关系的重组与文论范式的转型
　　第一节 文艺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与文论转型
　　第二节 围绕通俗文艺、金庸经典化、文艺商品化、大众文化等问题的论争
　　第三节 “人文精神”论争与钱中文等的“新理性精神”建构
　　第四节 重新审视文艺审美自主化及其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第十三章 文学本体论研究的理论思考
　　第一节 文学本体论研究的历史描述
　　第二节 文学本体论研究的历史价值
　　第三节 文学本体论研究的不足及其前景
　第十四章 “后”语境中的文学理论研究
　　第一节 选择与借鉴：“后”语境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接受取向
　　第二节 转折与变革：“后”语境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范式的转变
　　第三节 扩张与批判：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现代性立场
　　第四节 危机与重建：“后”语境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重构
　第十五章 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挑战
　　第一节 文化研究之兴起
　　第二节 文化研究对文学理论的挑战
　　第三节 困境与机遇
　第十六章 新媒介的出现及对文学理论的挑战
　　第一节 媒介的概念与文学新媒介
　　第二节 媒介研究现状与文论发展动向
下编
　第十七章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当代发展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概述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若干问题
　第十八章 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建构、演变和发展
　　第一节 第一次文代会与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建构
　　第二节 《纪要》与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挫折
　　第三节 20世纪80年代文艺政策的调整
　　第四节 20世纪90年代文艺政策的转型
　　第五节 新世纪文艺政策的发展
　第十九章 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与文学理论研究
　　第一节 从世纪初的草创到20世纪前50年中国美学的两条主线
　　第二节 从50年代到60年代前期的美学大讨论及其意义
　　第三节 70年代末至80年代前期的“美学热”
　　第四节 美学的复兴与新的做美学的方式
　第二十章 60年外国文学理论的译介与中国文学理论的建构
　　第一节 20世纪50一60年代：全面借鉴苏联文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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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20世纪80年代：西方文论的大规模输入
　　第三节 新世纪：走向多元对话
　第二十一章 60年代文学理论教学与教材建设
　　第一节 民国时期文学概论教学概述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文学理论教学和教材建设
　　第三节 新时期文学理论教学与教材建设
　　第四节 面向21世纪的文学理论教材建设
　　附录 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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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围绕通俗文艺、金庸经典化、文艺商品化、大众文化等问题的论争　　改革开放政策对市
场经济体制的启动，必然会带来商业消费型文艺的复兴，而在理论观念上必然带来学界对这种文艺价
值的重新认识，商业消费化文艺观开始逐渐得以建构--这在文学史及具体作家作品研究上就具体表现
为雅俗并存文学史的重写（所谓“两个翅膀论”）及金庸经典化等理论诉求。
　　王先霈等主编的《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可以说是新时期以来理论界对通俗文学现象所作的较早
而较系统的理论关注，该书基本上是一种“类型学的研究”，对研究对象作了较为客观的清理，在基
本价值观上，该书强调“通俗”而“非文学”的不在研究之列，表现出对传统文学基本价值观和审美
底线的持守。
钱理群《现代文学三十年》把通俗文学的发展作为一种连续性的线索作了描述和分析，陈平原《二十
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对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早期发展更是作了大篇幅的论述--总体来说以上二书
尚无竭力提升通俗文学地位的强烈诉求--而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则显示出了这方
面的强烈诉求，范在该书《绪论》中指出，以往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只涉及了“半部中国现代文学史
”，而“文学的母体应分为‘纯’‘俗’两大子系”，在此基础上，他对五四新文学以来戴在鸳鸯蝴
蝶派文学头上的三顶帽子“地主思想与买办意识的混血种”、“半封建半殖民地十里洋场的畸形胎儿
”、“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作了辩驳：文学的功能是非常宽泛的，例如有战斗功能、教育功能、
认识功能、审美功能和娱乐功能等等。
我们不能一般地反对文学的娱乐功能或蔑视文学的趣味性⋯⋯通俗文学除了娱乐消遣的本色之外，“
金钱主义”恐怕也应是它的一种本色。
我们对“金钱主义”的理解是局限于通俗文学的商品性⋯⋯今天，对许多“纯”文学作家来说，文学
作品的商品性的观点，也已经为他们所接受，更不可能作为一种“罪状”来加以罗织。
他也在中国文学现代化三向度上展开分析：对纯文学的不少作家来说，“遵命文学”的写作目的往往
侧重于强调了政治性与功利型；而以“传奇”为目的，在消遣前提下生发教诲作用的通俗文学来说，
它们在客观上是强调了文化性和娱乐性。
两者都在侧重发挥文学的“之一”功能⋯⋯就纯文学中持革命态度的作家而言，他们崇尚“前瞻”，
以改造世界为己任；在纯文学中还有一批膜拜艺术为己任的“为艺术而艺术”者，他们倾向“唯美”
而以“美的使者”自居；而通俗文学作家，在政治党派性上大多是“超脱”的，他们所考虑的是要使
他们的“看官们”读小说时感到非常有兴趣，达到消遣的目的。
他对通俗文学概念的界定是：“基于符合民族欣赏习惯的优势，形成了以广大市民层为主的读者群，
是一种被他们视为精神消费品的，也必然会反映他们的社会价值观的商品性文学”，“近现代通俗文
学具有它自己的特色，在发挥文艺功能上它完全可以与纯文学相互补。
纯文学与通俗文学是各有其各自的审美规律的”，于是就形成了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两个翅膀论
”--袁良骏不同意这一观点，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与范进行过面对面的论争。
新文学只写“精英”的那“半部”，其实是历史形成的，有着其政治背景；而我们强调的是：后来的
人力捧通俗文学，其实是后来才出现的文学观的体现，其背后同样有着非常具体的社会背景.即市场经
济体制转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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