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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化研究”对于文学研究的震荡持续不已。
这一段时间，一个术语频频作祟——“本质主义”。
围绕“本质主义”展开的论争方兴未艾。
可以从近期的争辩之中察觉，“本质主义”通常是作为贬义词出现。
哪一个理论家被指认为“本质主义”，这至少意味了他还未跨人后现代主义的门槛。
对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一知半解，福柯的谱系学如同天方夜谭，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仅仅是一种名不
符实的标签⋯⋯总之，“本质主义”典型症状就是思想僵硬，知识陈旧，形而上学猖獗。
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本质”。
初步的理论训练之后，许多人已经理所当然地将“本质”奉为一个至高的范畴。
从考察一个人的阶级立场、判断历史运动的大方向、解读儿童的谎言到答复“肥胖是否有利于身体健
康”这一类生理医学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乃是不二法门。
文学当然也不例外。
何谓文学，何谓杰出的文学，这一切皆必须追溯到文学的“本质”。
某些文本可能被断定为文学，因为这些文本敲上了“本质”的纹章；一些文本的文学价值超过另一些
文本，因为前者比后者更为接近“本质”。
“本质”隐藏于表象背后，不见天日，但是，“本质”主宰表象，决定表象，规范表象的运行方式。
表象无非是“本质”的感性显现。
俗话说，擒贼先擒王。
一旦文学的“本质”问题得到解决，那些纷繁的、具体的文学问题迟早会迎刃而解。
迄今为止，不论“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理想得到多大程度的实现，这至少成为许多理论家的信念和分
析模式。
然而，“本质主义”这个术语的诞生突如其来地制造了一个尴尬的局面。
表象背后是否存在某种深不可测的本质？
本质是固定不变的吗？
或者，一种表象是否仅有一种对称的本质？
这些咄咄逼人的疑问逐渐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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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阐释与创造文艺研究书系》收录了近十年来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类国家级核心期刊《文艺研究
》上发表的一些重要学术理论文章。
其遴选的时间范围大致在2002-2009年之间。
     《文艺研究》自2003年设立“学者访谈”栏目（2005年改为月刊之后，栏目名称为“访谈与对话”
），至今已经发表文章60余篇，近百万字。
“访谈与对话”栏目的主体均为国内外学界广有影响的学者、作家、艺术家。
其中既有著述等身、经验丰富的学界耆宿，也不乏当代颇具影响力的学界新锐。
更为重要的是，在接受《文艺研究》杂志采访的五十余位著名学者中，目前已有数位学者谢世（启功
、敏泽、林庚、钱仲联、葛一虹、贾植芳诸先生），他们所留下的语言和思想、性格风貌，至今已成
绝响。
将国内数十位重要学者（作家、艺术家）的访谈录、对话录结集出版，不仅可以其治学之道路昭示后
人，更可以其精弘之思想启迪来者。
本卷分为“访谈”与“对话”两部分。
访谈主要为学界前辈与采访者之间的交流，对话则为学界新锐之间的思想互动，均各有千秋，能收雅
俗共赏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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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薪火相传　张海明  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启功先生访谈录　李世涛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
便工”——敏泽先生访谈录　张  鸣  人间正寻求着美的踪迹——林庚先生访谈录　涂晓马  犹有壮心歌
伏枥——钱仲联先生访谈录　祝晓风“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叶嘉莹教授访谈录　
高新生  知识分子精神与社会责任——葛一虹先生访谈录　张洁宇  俯仰无愧风骨文章——贾植芳先生
访谈录　聂运伟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刘纲纪先生访谈录　张先飞  寻墓者的足
迹——蓝英年教授访谈录　彭修银  “万卷蟠胸识自高，百川横地一峰尊”——范曾教授访谈录　邵
文实  “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卞孝萱先生访谈录他山有石　薛晓源  理解与阐释的张力——
顾彬教授访谈录　刘  禾  知识分子和批评思考的视阈——W.J.T.米切尔教授访谈录　生安锋  李秀立  后
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民族主义与想象——佳亚特里·斯皮瓦克访谈录　王  炎  跨文化视阈：北美汉
学的历史与现状——张隆溪教授访谈录　宁一中  段江丽  跨越中西文学的边界——孙康宜教授访谈录
　王  杰  徐方赋  “我不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我是马克思主义者”——特里·伊格尔顿访谈录　李凤亮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整体观及其批评实践——王德威教授访谈录思想驿站　柳鸣九  钱林森  萨特
在中国的精神之旅——柳鸣九、钱林森教授对话　袁运甫  杭  间  一所艺术学院的“实践”——关于中
央工艺美术学院学术思想的对话　王岳川  丁  方  当代艺术的海外炒作与中国身份立场——关于中国当
代先锋艺术症候的前沿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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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张洁宇  您总是说胡风是一个“书斋”里的“书生”，而您自己是一个“社会知识分子”，穿越在时
代的风沙之中，而且“关心人生社会甚过文学”。
这是否与您在日本留学时学习社会学专业相关？
您在1949年1月曾写过一本《近代中国经济社会》，这是一本社会学方面的著作。
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借古讽今吗？
贾植芳  我在日本大学学的是社会学。
曾经跟园谷弘教授学习中国社会史。
园谷弘教授是专门研究中国社会性质、结构和组织有关理论的著名学者。
他的教学方法很独到，不仅使我掌握了研究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和知识，也使我对中国社会历史保持着
长期的兴趣。
特别是在抗战期间我困居西安的一段时间里，读了不少有关中国历史、社会方面的书，同时也关心
过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那一类文献。
1948年底出狱以后，更想对自己的命运、中国的命运做一番透彻的思考。
当时的社会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旧社会的腐烂已经毕现于天下，怎样迎接新型社会的到来呢
？
我就是怀着这种情绪来写这本书的。
我主要利用了内山完造先生送我的一些日文书籍，包括平濑巳之吉的《近代支那经济史》，当时的环
境根本不容我翻阅更多的资料，我只能在有限的参考书中发挥我的观点，探讨我对中国近代史的看法
。
我之所以选择清代，特别是清末社会历史作为解剖对象，的确是包含以古鉴今的意义的。
因为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皇朝，他的灭亡与辛亥革命的发生，与1949年社会转型是存在内
在联系的。
所以我在这本书的前言中说，这本书“意图解释并探求清代经济社会的意义所在，侧面则在批判地说
明一个政权的兴亡的必然性法则，予我们以警惕和勇气，以坚定建设新中国的出发点。
”应该说，出于这样的动机，很难说这是一本纯粹的学术著作，我在写作以及选择材料过程中带有大
量的感情因素，甚至“非学术性”的议论。
张洁宇  您觉得社会学的研究思路和文学的角度有什么相同与不同？
统一在您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上，算不算是一种自觉？
后来您还涉及过社会学研究的领域吗？
您有没有把那种方法引入文学研究当中？
贾植芳  我一直是把文学当做认识社会的武器的。
我一直有一种习惯和嗜好，就是关注和探讨中国社会历史、现状、性质、结构和组织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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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学者之镜》是阐释与创造文艺研究书系中的一册。
《阐释与创造文艺研究书系》收录了近十年来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类国家级核心期刊《文艺研究》上
发表的一些重要学术理论文章。
其遴选的时间范围大致在2002-2009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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