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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第一篇跨世纪转型中的文学格局、一作为遗产和资源的“新时期文学”、二新世纪文学的
三重门、三新世纪文学现在进行时态、第二篇跨世纪转型中的小说潮流、一突围与迷失：重审“文化
寻根”、二作为批评的“新写实”、三非个人化境遇中的“个人化叙事”和四“底层叙事”中的声音
与沉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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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疆域与维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跨世纪转型》内容主要包括第一篇跨世纪转型中的文学格局、
一作为遗产和资源的“新时期文学”、二新世纪文学的三重门、三新世纪文学现在进行时态、第二篇
跨世纪转型中的小说潮流、一突围与迷失：重审“文化寻根”、二作为批评的“新写实”、三非个人
化境遇中的“个人化叙事”和四“底层叙事”中的声音与沉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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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林荣，1970年12月生，原籍山西平遥。
先后就读于太原理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
2000年在复旦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
2002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工作。
曾任北京鲁迅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兼研究室副主任。
现执教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
专业主攻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
已发表一百四十余篇学术论文，出版《嬗变的文体：社会历史景深中的中国现当代散文》、《经典的
祛魅：鲁迅文学世界及其历史情境新探》等学术专著。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疆域与维度>>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篇 跨世纪转型中的文学格局一 作为遗产和资源的“新时期文学”二 新世纪文学的三重门三 
新世纪文学现在进行时态第二篇 跨世纪转型中的小说潮流一 突围与迷失：重审“文化寻根”二 作为
批评的“新写实”三 非个人化境遇中的个人化叙事”四“底层叙事”中的声音与沉默第三篇 跨世纪
转型中的诗潮与散文潮流一 苍老的青春独自——诗潮新变三十年二 世代层垒与潮流分际——1990年代
散文创作与理论批评态势的转折三 “丰富”何以成为我们的“痛苦”——新世纪散文创作与理论批评
态势分析四 博客世界的表里冲突第四篇 跨世纪转型中的文学疆域一 碎裂的拼图——作为学术话语范
畴的台湾文学二 跨海偕行三十年——两岸当代文学互动进程的后顾与前瞻三 内在的“他者”——中
国当代文学视域中的台湾文学四 认同困境与“他者”化迷思——当前台湾文学在大陆传播及接受效应
探微第五篇 跨世纪转型中的创作个案一 乡愁意识中的自我镜像——重读鲁迅的《一件小事》与《故
乡》二 四两如何拨千斤——重读老舍小说《断魂枪》三 “伪神话”结构及其意义——重读“十七年
”的几部长篇小说四 世俗的死灭与神性的彰显——重读陈映真小说《加略人犹大的故事》五 “后知
青”和“后寻根”转向——《马桥词典》《务虚笔记》的文学史意义六 用生命抵押幸福的寓言——余
华《许三观卖血记》的文体和主题七 “顽主”的另一面是“顽童”——《看上去很美》与王朔小说的
移形换位八 重塑的“乡村”与“家国”——以乔忠延和王鼎钧的散文新作为例九 逃逸：牢狱中的幻
想——先锋话剧《思凡》意蕴分析第六篇 跨世纪转型中的文学评论一 文学批评的伦理与视野二 文学
评论的惶惑与担当三 重建文学评论的公信力附篇 跨世纪转型中的文坛与学界一 现象与话题二 书评与
述评三 偏向或迷误参考文献要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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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08年，是吹响“改革开放”号角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
借此契机，政、经、文、史、哲等各学术领域，都兴起了一轮兼具纪念和盘点性质的回望“三十年”
的话语热潮。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热门议题，自然还是聚集在那些与整个国计民生和社会发展直接相关的政治学、经
济学等宏大叙事性质的学术部门当中。
　　而位处社会文化边缘的文学评论和文学史研究的圈子里，事实上也早已闻风而动，应时起舞，自
觉不自觉间大家环绕在重访和重估“新时期文学”的课题周围，展开了众声喧哗的言论擂台赛和话语
嘉年华。
　　的确，“新时期文学”称得上是当代文学迄今为止的流程中最具历史转折意味和最能标志“改革
开放”时代起步的一个特殊阶段。
因而，从贯穿文学的创作实践、理论实践以及相关的观念和制度背景诸层次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步
骤次第施行、连锁见效的角度上，对“新时期文学”做一番以线串珠式的全面梳理和一揽子摆平的总
体评价，并非没有意义。
　　不过，由此所得的，只是一种单纯的、仪式性的纪念意义。
它止于陈述表象和缅怀旧事的限度，不足与最大间隔已达“三十年”的观察、认知距离相匹配，也不
能达到反思历史的高度，更不能从根本上涵盖“新时期文学”实际存在的全部意义。
　　那么，在作为一个纪念仪式的僵硬对象的意义和价值之外，“新时期文学”在今天，究竟对于我
们还有哪些更重要和更现实的意义及价值？
对此，或许至少可以从两个方向上来加以探察：一是“新时期文学”在终结或者休止一个旧的文学时
代的维度上，能否构成一份历史内涵充足的精神遗产；二是“新时期文学”在支撑和推进一个新的文
学时代的维度上，能否体现出相对长（一）“新时期文学"作为精神遗产的多重面相　　时下关于“新
时期文学”的热烈谈论中，一个聚讼纷纭的焦点在于如何确定“新时期”的起止年限。
热衷这一问题的论者，多属于在“修史”方面别有抱负之士。
因为在现存的各种版本的当代文学教材和所有高校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讲义中，“新时期文学”的时
间上下限，其实早成为一个具体标度或有所异而本质上不存任何分歧的模糊型共识。
现在就此另做专门的推究、辩难，若非简单地出于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之意，则必有对既有的历史叙
述和历史认识进行重审和改写的严肃企图。
　　这里涉及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一切文学史断代概念的外延界定，都具有并非先决于其内涵的某种
历史发生断裂的经验基础。
具体地讲，一个文学史断代概念的时间上限，总是以从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格局中被动逃逸或者主动
出走的经验为基础的；而它的时间下限，则刚好相反地对应着在一个高度活跃的动态历史格局中遭受
挤压、吞噬和终至消解的经验。
“新时期文学”也不例外，——虽然它在我们含混成习的文学史话语和文学史意识中，似乎已经流转
、磨蚀得带上了空气般的透明度。
　　以它的上限来看，无论是从1976年清明时节爆发的“天安门诗歌运动”或1978年秋冬之际面世的
话剧《于无深处》算起，还是从1977年11月北京发表刘心武小说《班主任》和次年8月上海发表卢新华
小说《伤痕》为“伤痕文学”的潮流开闸放水算起，实际都是以“政治先行，文艺后变”①的模式，
把“新时期文学”的发端，界定成了促使“文化大革命”骤趋消停的那场政治形势突变的一缕侧影和
余音。
　　归结到底，这几个看起来并不一致的“新时期文学”的起点，本质上都是同一个时间点——1976
年粉碎“四人帮”的那个“胜利的十月”——投射出来的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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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鲜明的学术个性，对跨世纪文学的重要转折和路径选择，做出了深刻
的闸述和评价，它立足学科前沿，追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丰厚资源，从经典作家作品到新时期文学
宏观格局的流转变迁，从小说、诗歌、散文、话剧各体裁创作的关键动向，到当下诸多文学现象的纷
纭竞起，展开新意迭出的再解读，为考察世纪之交的文学趋势提供了廓大的背景和切实的所指，体现
出敏锐把握跨世纪文学新状态的睿智、严正，以及独具创意的思路建构、谨严缜密的学术态度和行文
风格。
　　——张志忠（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李林荣是一位严谨而勤奋的学者。
他的这部著作是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跨世纪转型”研究领域较有代表性的优秀成果。
全书从通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全景的学术视域出发，以大量文本分析为基础，针对从“新时期文
学”到“新世纪文学”的时代性的文学转型局面，进行了兼顾文学史实的历时性演变线索和文学观念
的其时性组合关联的考察、探讨，显示了鲜明的文学价值立场和学术前瞻意识。
　　——朱竟（《文艺争鸣》杂志社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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