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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本世纪初叶.同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共命运，在内忧外患。
雷电风霜，刀兵血火中写下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篇章。
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的文学遗产，顺乎20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以
全新的生命，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剧本以至评论）建立起全新的文
学。
将近一百年来。
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胼手胝足，前赴后继，披荆斩棘，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耕耘、开拓、奉
献，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
云蒸霞蔚，名家辈出，佳作如潮，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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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赵允芳的研究对八十年代寻根文学和九十年代以来乡土小说精神脉胳的衔接，取得了某种开创性
的成果，而方法、观点、态度，构成了她对&ldquo;寻根、拔根、扎根&rdquo;以及九十年代新乡土小
说流变开创性研究的出发点和动力。
　　她的论著提出的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
阅读是创作的延展，读者是作家的延展，但理论还需要提供更高的理性认识和追求。
赵允芳的论著达到了&ldquo;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rdquo;的统一，因而同时具有文学史意义、文学批
评实践的意义和理论建设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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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允芳，女，1970年生，浙江丰县人，文学博士。
现供职于江苏新华日报报业集团。
　　对乡土的兴趣似乎与生俱来，这或许与出生在乡村有关。
但兴趣仅仅是一种感性的力量，如何把对乡土以及乡土小说的个人感性转化为学术理性。
并进而尝试寻求自己的理论关怀视点与视线？
在导师朱晓进先生的指导下。
近几年来一直埋首于此，苦乐并行。
兹为此篇论著的来历。
　　有歌者云：我是你的一片绿叶，我的根在你的土地。
无论我停在哪片云彩，我的眼总是投向你。
如果我在风中歌唱。
那歌声也是为着你&hellip;&hellip;每一个游历在外的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那份乡愁，这本书，正是为了
表达一片绿叶对根的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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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果说前两者是对现实的文化性概括，后两者则是社会学层面的概括.它是由二十世纪法国颇具才
情的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西蒙娜&middot;薇依提出的重要理论学说。
　　诗人艾略特曾将西蒙娜&middot;薇依称为&ldquo;其才具近乎圣徒的个性的女性&rdquo;。
她所提出的&ldquo;拔根&rdquo;与&ldquo;扎根&rdquo;理论源自她对人们身处现实拔根状态的反思与警
醒，这对于深入了解当代的乡土中国无疑也是有效的。
在薇依看来，&ldquo;每个人都需要多重的根&rdquo;.&ldquo;一个人通过真实、活跃且自然地参与某一
集体的生存而拥有一个根，这集体活生生地保守着一些过去的宝藏和对未来的预感。
所谓自然的参与，指的就是由地点、出生、职业、周遭环境所自动带来的参与&rdquo;。
她对&ldquo;根&rdquo;的这一论说是非常精辟的。
中国的乡土社会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它构成每个人的行为规范，人们在这种自我规范中可以获得文
化地位的环境认同。
&ldquo;这集体活生生地保守着一些过去的宝藏和对未来的预感&rdquo;，在这句话中，&ldquo;过去的
宝藏&rdquo;，无疑是指向历世不移的民情风俗和价值观念；&ldquo;对未来的预感&rdquo;的能力其实
恰恰在于人们对现实生态与环境的一种熟悉与惯性把握。
而一旦人们打开了&ldquo;宝藏&rdquo;之门，发现千百年来他们视若珍宝珍惜窖藏的，如今在现实生
活中竟已经沦为无法产生价值与效用的陈旧之物，其&ldquo;对未来的预感&rdquo;能力，也即按照惯
性生存下去的能力也就荡然无存，并会立即陷入巨大的被拔根的心灵恐慌之中。
　　西蒙娜&middot;薇依把拔根状态视为最危险的人类社会疾病，因为拔根状态的产生往往有着社会
因素动荡变化的前兆，薇依认为每当有&ldquo;军事征服&rdquo;的事件出现时就会出现拔根状态。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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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ldquo;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rdquo;是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主办，中华文学基金会策
划，由专门的编审委员会经过严格程序编选的青年作家作品集。
本丛书意在扶植文学新人，年龄在40岁以下，具有创作成绩和潜力，尚未出版过文学专集的青年作家
的作品均可列入备选范围。
本丛书已出版11卷，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2、2004、2005、2006、2007
、2008年卷已分别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华夏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出版，本卷为2009年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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