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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青文库·新启蒙话语建构：与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和社会》试图从语文学的角度，通过对《
受活》核心词语和象征符号背后所涉及的词义变迁、历史语境和种种社会生活冲突性存在的分析，进
入言语的语言系统，去寻找它的起源，它背后可能蕴涵的文化心理机制，以及被我们自己和时代所遮
蔽的东西。
通过对《受活》中所涉及的语言及语言背后的历史、现在进行释义——这一释义实际上是把语言、词
语背后的发展路径、轨迹给重新呈现或还原出来——使我们看到在语言意义转换过程中所丢失掉的和
所增加的东西，其实，也是使词语呈现出它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从而达到萨义德所言的“对话”的
可能性。
借此，探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想象逻辑和当代话语暗喻结构的特点，进而考察文学以何种通道达到
对它所描述的生活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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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鸿，女，200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
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研究、文艺思潮研究。
发表学术访谈著作《巫婆的红筷子》，曾在《文艺理论与批评》《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南
方文坛》《上海文学》《中国图书商报》等学术期刊、报刊发表论文和专栏文章多篇。
获“2008年度《当代作家评论》奖”和“《南方文坛》2009年度优秀论文奖”。
现任职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为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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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小说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结构延展与语义转换，它展示出了1980年代中后期的民众情绪与精神状态
的变化轨迹。
主流意识形态以一个“训导者”的身份所要求的“道德”与“纯洁”遭遇了民众强烈的不信任，被认
为是“虚伪”和“陈腐”的，随着这种不信任的加深与普遍化，民众对所有那些具有更宽广意义的精
神存在都持一种否定态度，“调侃”、“玩笑”、“讽刺”成为最为基本的生活态度。
王朔的创作在某种意义上也展现了这一精神轨迹。
　　笔者更想探究的是，在1990年代前后的整体社会生活中，这种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对抗意识，并且
最终扩展到对那些具有终极价值的词语的不信任态度是如何形成的？
它如何成为一种基本的民众态度并弥漫于整个文化空间？
在这里，笔者的论述重点主要集中在1990年代前后“当下”的社会合力运动，而避开自1980年代以来
对1950-1970年代的思想反拨和政治反拨所造成的社会情绪，这是问题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自1980年代以来的经济政策和政治政策，便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政
治话语一方面强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经济解放和资本改革，同时，却以非常严厉的方式进行意识形
态规约，这一规约非常具体，具体到该穿什么衣服，剪什么头发，放什么电影，写什么样的作品，等
等。
经济的自由度和思想的规约及所遭到的禁忌几乎是同比例增长的，这造成了1980年代非常矛盾的中国
生活空间和文化空间。
　　经济政策的松动和开放语境带来观念上和民众实际日常生活的一系列变化，西方一整套的生活方
式与精神方式给保守的中国生活带来极大的冲击，它们迅速地被老百姓所模仿接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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