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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物性之维：人文精神视域下的中国当代文艺》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当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
人文精神建构的问题。
人文精神是文化现代性的核心。
没有健康、和谐、先进的人文精神，现代化就不可能真正实现。
基于对人文精神问题重要性的认识，《物性之维：人文精神视域下的中国当代文艺》对华夏人文精神
结构、功能与历史命运进行了梳理与分析。
人文精神由物性、神性、诗性三个维度构成。
本书主要从物性论角度，分析人文精神的物性之维及其与中国当代文艺、文化建设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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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包晓光，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文化产业系主任、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负责人。
长期从事文艺学、美学、文化产业与文化经济研究与教学。
参与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研究。
主持省部级课题一项、北京市级课题一项。
现为“首都文化创意产学研合作模式创新平台”及“首都文化创意区域发展模式构建与区校合作创新
途径研究平台”负责人。
主编《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国当代文艺思潮》《中国当代文化产业导论》《燕京创意文化产业学
刊》等著作。
出版《美学文艺学论稿》《中国当代文学与人文精神问题》《小资情调——一个逐渐形成的阶层及其
生活品味》等专著。
在《文艺研究》《学习与探索》《河北学刊》《广东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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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第一部 人文精神、物性与诗学引言中国当代文学与人文精神问题之提出与展开人文精神问题的内
在切己性海德格尔的此在论方法、诗学途径与特里·伊格尔顿对此所作的批判分析黑格尔的巨大历史
感及其启示马克思主义的诗学方法论原则方法论与框架性思想：人文精神的物性维度、神性维度、诗
性维度文学是“人学”吗？
诗性证明的政治意涵审美意识形态论文艺观与认识论文艺观的关系艺术生产论文艺观与中国当代人文
精神的物性维度主体论文艺观的诗性取向与物性冲动中国当代文学的物性论意义：情欲与现代化中国
当代文学的外向度与科技之维文艺学元理论中的人性、人道主义主题过渡时期现实主义文艺创作与人
道主义过渡时期现代主义文艺创作与新人本主义“人学”观念市场化运动与“人文精神”思潮历史理
性、人文关怀和新理性精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文艺历史意识第二部 都市、阶层与文化引 言论中国
传统文化问题：语境与语义、阶段性与特征传统文化资源的取用与可持续发展改革开放与中国都市阶
层分野都市消费与怀旧诡计——无视“历史”的浪漫箴言上海的宏伟叙事：怀旧世纪末温情——王家
卫演绎的小资情感与怀旧故事张爱玲与布尔乔亚和上海风花雪夜故事陈丹燕怀旧系列文本分析旧上海
的婀娜风情——郭建英图画的欲望世界网络文学——开在数字世界里的花朵关于雪村的音乐评书第三
部 创意、世界城市、产业引言转型、消费、文化产业首都城乡结合部：环形地带的文化生态文化创意
产业：中国大学的文化自觉？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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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主体论文艺观同样是过渡时期思想解放在诗性领域中的一种体现。
与审美意识形态论文艺观和艺术生产论文艺观相比较，三者虽然都是作为认识论文艺观的反题出现的
，但是，彼此之间的差别是明显的。
主体论文艺观揭橥人道主义旗帜，高涨人的主体性的尺度，在当时的诸种文艺观中可谓独树一帜。
它与弥漫于整个80年代的人道主义启蒙主义社会思潮彼此激荡、同声相应，一经提出立刻就产生了热
烈的反响，成为人文精神领域中的焦点问题。
当时围绕着主体论文艺观热烈争论的盛况，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当时的文艺思想界的活跃程度，另一方
面也表明主体论文艺观切中了中国当代文艺的中心问题。
从本论题而言，我们关心的主要是这个“另一方面”，分析与阐释主体论文艺观的诗性取向和物性冲
动，对揭示中国当代文学在人文精神结构中的位置和实存状况具有重要的意义，因而是不可取代的。
　　首先，我们来看主体论文艺观的诗性取向。
这种诗性取向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文艺主体（作为创造主体的作家、作为文学对象主体的人物形象、作
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和批评家）在创作和审美上的高度自由和自治状态。
刘再复认为，文学中的主体性意味着要求作家在他的创作中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力量，实现主体的
创造价值，而不是从外部强加的某种理念出发。
与此相应，在文学作品中就要以人物为中心，赋予人物主体地位，而不是将人物当成体现某种观念的
偶像。
在接受方面，文学创作要尊重读者的审美个性和创造性，把读者还原为充分的人，而不是简单地把人
降低为消极地接受训诫的被动物。
主体论文艺观的诗性取向与它对人的发现是同一的，这就是要求文学正视和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将人
放在文学的中心位置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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