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本内外>>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文本内外>>

13位ISBN编号：9787500495611

10位ISBN编号：7500495617

出版时间：2011-4

出版时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郑国庆

页数：19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本内外>>

内容概要

　　《文本内外》集中了笔者近年来对于当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思考（理论篇）与批评实践（批评篇）
。
在目前的学科建制中文学理论归属于文艺学学科，文学批评则似乎更多地与当代文学相关；在理论家
眼中，当代文学批评被认为是不具“硬知识”的个人感触，批评家们则对文学理论“伪哲学”的面貌
心怀不满。
《文本内外》力图破除这种理论／批评似是而非的二分法，尽可能在越来越画地为牢的学科壁垒间，
文艺理论界与当代文学批评界建立起有效的连接。
尤其是当代文学批评界对于20世纪西方人文学科“语言学转向”理论的隔膜，使得中国当代的文学批
评经常停留于感悟式、表态式的研究，而不能在当代理论所提供的丰富的阐释资源中使文学批评摆脱
“作家原意”的阴影，成为独立的表意实践。
另外，在将20世纪“语言学转向”后的文学理论带入当代文学批评，借重、挪用这一理论资源的同时
，本人也希望能够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以中国的语境商榷并修正之。
在与西方理论的对话中，发露理论的历史性，暴露其盲点，从而在将来有可能创造出具中国特色的文
学理论。
　　《文本内外》围绕的问题核心是语言符号、美学形式、主体、意识形态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关系。
在理论篇部分，《论作家的“主体性”》里我试图在“主体移心”的理论背景下重新认识“作家中心
”观的文学图景，并且将这一认识落实到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论界“主体论”的检讨与反思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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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国庆（1973—），男，福建人，文学博士，现任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
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在《读书》、《当代作家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本内外>>

书籍目录

前言理论篇论作家的"主体性"20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再兴起的原因与意义修辞与意识形态一"现
实主义"辨"艺术自律与先锋派，及"介人""现代主义"、"文学场域"与文学研究．知识分子的认同与分化
批评篇"感觉"与学院派批评全球化时代的自我认同主体的泯灭与重生文学·现实·现实主义同性恋、
暗讳与阶级"生活"，看到与没看到的安妮宝贝、"小资"文化与文学场域的变化浪漫爱在人间世《荒人手
记》与朱天文的警世寓言王安忆：上海"京派"与社会主义记忆符号的等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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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风潮时，张诵圣首先检视了台湾60年代的文学与文化环境。
张诵圣认为，冷战的政治环境、“党国教化诠释体系”、“在安定中求经济繁荣”的集体意识，使得
台湾60年代的社会充斥着“类似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社会自足保守和安定停滞的意识形态以及中国传
统文化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的积淀”。
①她指出，50—60年代台湾的主流文学不能以惯常的反共军中题材与乡愁文学泛泛而论，必须注意到
一种更为隐蔽的美学框架：糅合古典抒情与五四浪漫遗绪的软性写实文学形式，这一美学框架暗中设
定了作家处理题材的方式，从而使得50年代的作家（典型的代表如琦君、林海音、朱西宁、潘人木等
）往往不能超越常情所界定的舒适范围去挖掘经验的“真实”。
60年代以《现代文学》为核心的现代派作家们则试图通过现代主义这一新的文学符码与美学取向，来
表达他们所感受的“真实”与具怀疑精神的文化批判。
具体而言，在台湾的现代派文学实践中，有两种现代主义的美学原则表现得最为突出：（一）“高度
知性化地追求文学形式（表层结构）与‘现代’认知精神（深层结构）之间精致的对应和结合。
”（二）“服膺‘唯有透过最深彻的个人体验，和最忠实的微观式细节描写，才能呈现最具共通性真
理’的吊诡（或悖论）原则。
”②台湾的现代派作家如欧阳子、王文兴、白先勇等人透过对西方现代主义美学手法与认知精神的研
习，使得这一系统的西方文学符码开始在台湾的文学场域生根并扩散。
从模仿、浸淫到转化、在地化，他们所引进的西方现代主义，不仅为原有的文坛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技
巧手段，更重要的是，打破了原有通行的美学规范所维持的知性怠惰与保守的意识形态，在主导文化
之外开辟出一种另类的文化视野。
虽然这一以个体认知追寻为核心精神的现代主义自由派作家在70年代遭到着重群体意识与阶级议题的
乡土派的攻讦，但无可否认的是，通过对个人深层经验殚精竭虑的逼视与苦心孤诣的形式探索，个人
在特定历史空间里的“历史性与社会性”，同样透过作品的层层中介，表达出了一种深刻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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