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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间万事万物都在变化着、发展着。
我们研究着的专业——文学理论——也是如此。
回想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对“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宪法性”口号产生了极大的反感，急于摆
脱文艺的“他律的束缚。
我们开始热衷于文学的审美特性的研究，热衷于主体性的研究，随后又开始热衷于文学语言的研究，
“自律”的研究成为时尚。
可以说在文学理论这个园地里先后出现了“审美论转向”、“主体性转向”和“语言论转向”。
实际上当我们实现这种“转向”之时或之前，西方的文学理论批评界，则开始了另一种“转向”，那
就是文学研究的“文化”视野的勃兴。
西方文论向文化视野转移，有其自身的原因。
资本主义越是发展到晚期，自身的社会问题就越多。
如种族冲突、阶级冲突、性别冲突、东方与西方的冲突、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冲突、工业化与自然
的冲突等等，都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严重问题。
人们已经对兴起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新批评”和五六十年代的结构主义文论感到不满足，因为他
们主张文本绝对“自律”，以隔绝的眼光关注文本自身，就艺术谈艺术，就形式谈形式，完全脱离社
会与现实，使读者无法从他们的笔下看到时代的面影和现实中的紧迫问题。
阅读文学的大众。
绝大多数总是关怀现实的。
文学大众对“文本自足”的批评感到厌烦，他们要求有一种切中时弊的批评模式。
这样就有一些理论批评家要超越“新批评”和结构主义，重新重视文学的“他律”性，他们强调文学
艺术处于某种文化关系中，强调文学艺术作品不论如何“独立”，都不可能与社会文化毫无关系。
相反，他们认为文学作品中有丰厚的文化意义，文学艺术作品不能不是文化的载体。
文化视野的文学研究逐渐成“气候”，各种“主义”应运而生：针对种族身份认同问题。
出现了“东方主义”批评；针对性别对立问题，出现了“女权主义”批评；针对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
的冲突出现了“后殖民主义”批评；针对文本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出现了“新历史主义”⋯⋯这种文
化研究发展到极端，甚至提出了文学研究中的“反诗意”的观点。
当西方兴起这些浪潮的时候，我们的理论界正在进行“审美”的狂欢、“主体”的狂欢和“语言”的
狂欢，直到20世纪末，我们才发现我们又“落伍”了。
要求走出“审美城”，呼吁建立中国的“文化研究”，“艺术文化学”或“文化诗学”的要求也被提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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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解读红色经典:的文本张力与生产机制》以红色经典作品《青春之歌》为研究对象，把这部作品
放入整个当代中国文学史及社会文化的发展变迁中加以审视，试图更加深入地把握红色经典的文本张
力及其在主流、精英、市场、大众等多种因素影响下的生产过程，进而挖掘红色经典现象的深层社会
文化动因及其文化内涵．《解读红色经典:的文本张力与生产机制》拒绝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
的研究方法，而是采用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注重研究的历史性、文本性、当代性，掌握了大量第一
手资料，力图还原历史文化语境，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看法．总之，这是一部在红色经典研究方面不
乏创新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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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春霞，女，山东人，现就职于北京联合大学，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化思潮、电影评论
等，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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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总序童庆炳序程正民绪论一、问题的提出二、研究文献综述三、研究方法
第一章 多重动机和文本张力：《青春之歌》的创作一、《青春之歌》创作与“写工农兵”1．《讲话
》及“写工农兵”2．讨论与批判：“知识分子”题材的当代境遇3．个体写作困境二、碰撞与整合：
《青春之歌》创作动机谈1．动机簇现象及作家动机多重性2．三种动机间的碰撞与整合3．社会角色与
创作动机的转化生成三、动机游移下的文本张力1．爱情与革命间的张力叙事2．个人与历史间的张力
叙事四、社会组织下的个人生产：徘徊在“信”与“思”间的个人写作1．意识形态“询唤”与作家
之“信”2．作家的自我经历与“思”3．徘徊在“信”与“思”问的个人写作小结第二章 主流规约与
编辑身份矛盾：《青春之歌》的出版一、出版制度与《青春之歌》的出版1．出版制度的规范化2．《
青春之歌》的出版二、审读意见中的矛盾与张力1．“现实性”与“可能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形象塑造2．个人与历史：两种叙事视角3．“增加”与“删除”：艺术表现三、出与不出之间：编辑
身份及其矛盾1．编辑作为“把关人”2．编辑作为“受众的代言人”3．编辑作为“个人”4．出与不
出之间小结第三章 两种批评、文学观念的交锋：《青春之歌》的论争一、《青春之歌》论争意图初
探1．从十七年批评看论争2．从杂志定位看论争3．从“编者按”看论争二、丽种批评观念、文学观念
的碰撞1．原则与现实2．政治与艺术三、多种批评声音交织下的红色经典生产1．民众的政治无意识及
其多样性2．精英的复杂性及其介入生产的方式3．“收缩”的个人叙事小结第四章 组织生产与文本缝
合：《青春之歌》的电影改编一、组织生产与电影《青春之歌》改编1．个人生产的困境2．组织生产
的强势二、困境与突围：电影《青春之歌》的改编1．情节设置：单线条叙事2．人物安排：众星捧月
的人物关系式三、组织干预下自我文艺观念的顽强表达：电影生产与改编理念1．从生活出发2．对主
观主义批评的抵制小结第五章 多种社会力量的冲突与合谋：《青春之歌》的再生产一、第一版电视剧
《青春之歌》1．三种因素遇合下的《青春之歌》改编2．人道主义话语的重新编码3．精英文化与大众
文化、主流文化的错位二、第二版电视剧《青春之歌》1．强化的革命叙事2．商业化运作模式3．作品
的“二元”状态及其成因小结结语：文本张力?生产机制?文学观念一、对“红色经典”的认识二、红
色经典生产过程中多种因素的互动与交锋三、红色经典生产中的文学观念碰撞四、红色经典生产中的
个人因素参考文献附录一 张羽审稿意见（部分）附录二 欧阳凡海审稿意见附录三 陈建功访谈录附录
四 老鬼访谈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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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动机簇现象及作家动机多重性　　作家在创作时，会有多层次、多维度的生理、心理、精神需
求，所以表现在创作动机上，也形成了动机的多重性，基于这一现象，有学者在其他创作动机诸说的
基础上，提出了“动机簇”这一概念。
所谓“动机簇”，是指“一个动机内同几个子动机形成的丛簇现象”。
①任何创作动机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在许多子动机的支配下形成一个主导的动机，从而支撑着作家完
成创作。
这些子动机有时候表现为较低层次的生理满足，如基于基本生活需要而进行的创作。
中外文学史上有许多作家因为牛活所迫而进行创作；子动机有时候表现为较高层次的自我实现的需要
与满足；有时候也表现为对国家、社会、民生的责任感。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创作动机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多重性的。
　　具体到《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而言，在构思小说伊始，也可以清晰地看出杨沫的创作动机中交
织着三种不同的子动机：　　一种子动机是“表现自我”，即基于自身经历而生发的讲述“自我”的
个人动机。
在构思之初，杨沫就想“把我的经历、生活、斗争组织成一篇东西”。
②一个公认的事实是，《青春之歌》是一部有着强烈“自叙传”色彩的小说。
③所以，我们在小说中看到的林道静，不仅在个人气质上与作者杨沫十分相似，身上充盈着青春的气
息与时尚的活力，就是林道静的遭遇与作者也有许多暗合的地方，充满了浪漫与传奇的色彩。
小说中的主人公与余永泽在海边的浪漫相遇、激情相恋、毅然分手，与卢嘉川的相互默默爱慕，在杨
沫的生活中都可以找到原型。
所以，杨沫对自己的这部长篇始终充满信心，自信来源于有一定的生活基础。
“常常在构思我那篇传记式的小说。
如此篇能写成，我感觉一定不会太坏。
因为有许多流着血泪的火热生活，在灼烧着我的心。
丰富的生活，正确的观点，再加以一定的艺术加工，总会写出比较好的东西的。
”④事实上，作者在这里表述出来的，已经不仅仅是对小说的生活真实性的肯定，它同时还包含着作
者在“丰富的生活”与“正确的观点”之间的矛盾与摇摆。
而后者正是形成小说创作另一个子动机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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