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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定位为高校文科高年级教材和研究生教材。
由陈思和教授主编，由江西、安徽、上海、浙江等四省市的六位教授参编。
本教材将精选60余篇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著名文论，分单元进行分析和阐释。
因为目前无同类书，所以本教材的编写宗旨是开风气之先，打造深度出版的精品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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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文学观念　　总体而言，当代文学以同政治的关系而在文学史上确立自身，这是一种范围广
大的历史事买，而非一般的文学观念。
1949-1976年间固然如此，“文革”后相当长时间内仍延续了这一特点，文学在反叛、逃逸，或迂回、
旋闪中展开自身。
以1979年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为界，此后的文学观念在更大场域里发生种种剧变。
1984年以“科学”为主导的“方法”革命、随后以”人文”为指向的“主体”建构，都使审美成为时
代的文学旗帜，推动当代文论走向文学本体。
在纯文学理论预设下，从心理、生命到形式、语言，种种本体论述显示了百年文学不曾有的历史机遇
。
但这样的纷繁，因同处于与反映论相反的方向而显出内部的单一。
1989年后，随着当代史上更为巨大的历史转变，当代文论开始进入以“现代性”为总名的巨大知识场
域，曾预设了“本体”的文学理论，被作为方法的文化研究逐渐取代。
后者主要以现代性知识为直接理论来源，而曾经伴行半个世纪的当代文学创作，因此偏离了当代文论
的中心。
这在以“五四”为传统的新文学史上也属首次。
　　但在这种转变的背后，仍显示出文学与政治总体理论框架撤离后留下的理论空洞，而审美本体的
失陷恰恰在于，此前对反映论的批判，并未在理论上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做更深的把握。
在文学与政治关系理论框架下，现实主义的反映论曾在当代文论领域独占鳌头30年。
在“客观生活”与作品“反映”之间的创作实践，一方面指示了“典型”艺术的”这一个”与“那许
多”之间的二元关系，另一方面在“真实性”与“倾向性”等种种相生相掣的概念之间，最终被导向
“一个阶级，一个典型，一种本质”的本质论。
这里的确显示了政治的绝对主导力量。
以这一本质论为总体方向的当代文论最终形成了坚固的体系，其基座在大学课堂迄今难移，这一点却
不是政治所能完全解释的。
所以，真正有理论意味的是，在不断衍生的概念群所形成的极其狭窄的理论空间内，当代文论对文学
所做的种种阐释努力，是集聚当代文学能量的真正所在。
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后，文艺界开展了建国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学术讨论，
典型、形象思维、美学等文艺问题都得以正式提出，并在其后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展开。
这些与文学直接相关的论题，虽与其他政治概念相纠缠，但其间的张力恰恰多向度地开启了论题以外
的理论空间。
比如典型创造中的虚构概念，形象思维所包含的情感、审美因素及总体思维性质、文学研究中的多层
次文化视野等，如本单元选文所呈现的，都在后来直接、间接地启示甚至引领了“文革”后的文论建
构。
其中最具文学阐释力的属“典型”范畴。
它直接扩充着反映论的内部空间，至少对处于文学与政治关系之下极易转化为教条主义的现实主义理
论起着延宕作用。
而当代文论对“黑暗面”、“暴露”等问题强烈排斥，或者能够喻示典型理论和反映论的有限性。
事实上，所谓“黑暗面”，正与真实性、倾向性等范畴紧密相联，并在“文革”后的人道主义思潮中
充分释放其理论诉求。
其后的审美理论建构在何种程度、何种方向上容纳之，虽迄今没能作出充分解释，但其间明显存在着
一条理论线索，即随着现实主义独尊地位的动摇和反映论的迅速瓦解，此前由政治确保其本质意义的
“真实”范畴亦开始消解，在这个意义上，当代文论的种种文学观念，又都是未完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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