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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学理论讲演录》是作者为研究讲授“文艺学专题”的录音整理。
作者不仅介绍了大量文艺理论流派及其基本主张，还分析了大量文艺个案，尤其是运用多种理论，从
不同视角解读中国当代的诗歌、小说、影视等代表作品，以培养学生运用理论进行研究、批评的能力
。
　　作者特别注意在讲课过程中分析诗歌、小说、电影等文艺个案，竭力寻求师生共赏艺术的那种现
场效应。
作者着力培养学生分析具体文艺作品的实践能力，追求的是在体验中学习理论、在分析中增强实践素
质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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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一川，四川沐川人，1959年2月生。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文艺学研究中副主任、泛媒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
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先后取得文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学。
曾赴牛津大学、多伦多大学和哈佛大学访学。
近年主要研究文艺美学、中国现代文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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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第一讲　文学与文学理论第二讲　修辞论美学概要第三讲　近50年中国文学语言状况第四讲　从
诗意启蒙到异趣沟通——当代中国审美精神的演变第五讲　从无声挽歌到视觉动画——兼谈大众文化
对高雅文化的置换第六讲　《英雄》与当前中国电影的新景观第七讲　 西方现代美学的三次转向第八
讲　文学的含义与属性第九讲　全球化与当代文艺状况第十讲　现代性体验与文学现代性分期第十一
讲　认识当代大众文化第十二讲　怎样读书——兼谈我所看重的10本书第十三讲　在规范中走向创造
的境办——我看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附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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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王朔在最近十多年的文化精神领域是少有的一个象征型人物。
今天可能有些东西看不清楚，但他在文化风气的转移上，起的作用是很大的。
这一点可能胜过了他在文学上的成就。
他留下的东西可能不会太多，但他对我们的文化风气的转换是一个关键性人物。
从他的一系列小说，到改编成电视和电影，尤其是冯氏影片，这些都能看出王朔的精神所在。
王朔是第一个下海的，当他吸引了很多人时，他感到疲劳时，冯小刚们如鱼得水了。
王朔做不了冯小刚那么好。
我觉得是冯小刚在影视领域把王朔作品扩展到一个标准化状态。
　　我们可以来看王朔的调侃式语言的特点，这就是形成一种日常语言的狂欢化嬉戏。
他是怎样运用我们现代汉语的当代口语，达到一种特殊的效果的呢?我们来看下面的几个句子：　　青
春的岁月像条河，流着流着就成浑汤了。
　　新娘子棒极了，嫩得就像刚抠出来的蛤蜊肉。
　　于观笑眯眯地说："人家说自杀的办法有一百种，其中一种就是和作家结婚。
""是么?"林蓓笑弯了腰，"你说得真逗。
"　　"谁他妈也别想跟我这儿装大个的--我是流氓我怕谁呀!"　　"现在全市的闲散人员都转业进文艺界
了，有嗓子的当歌星，腿脚利索的当舞星，会编瞎话的当作家。
"　　"我⋯⋯听存车的老太太嚷嚷：全市的流氓都转业当作家喽!"　　这些话既是自嘲也是嘲笑别人，
把自己也作为嘲笑的对象，别人就没法说什么，好像自己就非常安全了，这些归在一起达到它特有的
效果。
王朔之前几乎没有人把这些语言运用到这个极致。
我仔细看了看，在他之前有一个师傅就是徐星，他写了一些小说，如《无主题变奏》、《城市的故事
》，《无为在歧路》等，在1984～1986年之间，他与刘索拉一起搅动了文坛。
在刚才提到的小说里，就有⋯些粗鄙的语言，有一些调侃。
王朔从这里学了几招，并变本加厉地运用，达到了一个新的极致。
比如还有这样一些话：　　一个少妇在家对着暂时"扮演"她丈夫的"三T"公司雇员马青，如此大骂道：
　　"别回家了，和老婆在一起多枯燥，你就整宿地和哥儿们神砍没准还能砍晕个把眼睛水汪汪的女学
生就像当初砍晕我一样卑鄙的东西!你说你是什么鸟变的?人家有酒瘾棋瘾大烟瘾，什么瘾都说得过去
，没听说像你这样有砍瘾的，往哪儿一坐就屁股发沉眼儿发　　光，抽水马桶似的一拉就哗哗喷水，
也不管认识不认识听过没听过，早知道有这特长，中苏谈判请你去得了。
外头跟个八哥似的，回家见我就没词儿，跟你多说一句话就烦。
"(《顽主》)　　这里把似乎高雅的善"砍"的习惯，相反的比喻为"抽水马桶似的一拉就哗哗喷水"，无
疑造成一种化雅为俗的效果。
当把他的"砍才"与"中苏谈判"联系起来时，则又是以雅喻俗了。
它就是这样的一种狂欢式的效果。
再比如《顽主》中的一个场面，这里王朔把它用到了吃的上面，吃的时候是怎样进攻的：　　两扇几
乎高速天花板的包着皮革的巨门被缓缓推开了，走廊里挤满了衣冠楚楚的男女，他们像攻进冬宫的赤
卫队员们一样黑压压地移动着，拥了进来，而且立刻肃静了。
走在最前排的是清一色的高大强壮、身手矫健的年轻男子，他们轻盈整齐地走着，像是国庆检阅时的
步兵方阵，对前面桌上的啤酒行注目礼。
尽管不断涌进的人群给他们的排面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他们仍顽强地保持着队形，只是步伐越来越
快，最后终于撒腿跑起来，冲向所有的长条桌，服务员东跑西闪，四处躲藏，大厅里充满胜利的欢呼
。
在震耳欲聋的喧嚣声中，最先跑到桌边的人开始挨着杯子喝下去，飞快地、不眨眼地喝光一杯又一杯
。
源源不断的人群挤到桌边，无数只乎伸出去抢酒瓶、抢杯子，把几十张长桌上的酒水一扫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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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代的社会生存状况构成审美精神的一个新的文化语境。
人们的生存方式面临着种种分化。
我在这儿想指出这样几个分化：　　第一，经济形态的多元化，即通常所说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
它们已经变得多元了。
随着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人们过去的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比如过去买东西都要买国营的，直到今天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有时还残存这种观念，但现在你到哪里去
找国营的?它已经变成了"国有"的了，里面的成分可能就复杂得多了。
　　第二，在这个基础上，有社会身份的分层化或多元化。
过去建立在大锅饭式平均主义基础上的工农兵学商等社会阶层体系已经消解了，代之以新的阶层分化
。
过去以政治划线，有"黑五类"、"红五类"之分，现在这一些都被涂抹掉了。
去年政府列出这样三个阶层：一是高收入者，可以说是新富阶层，就是比广大百姓先富起来的那极小
的一部分；二是中等收入者，相当于中等阶层；三是低等收入者或说低保阶层。
这样的划分可能是比较粗线条的，但这样划分的意义是重大的：这不仅是一个身份标签，而且实际上
意味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实际变化。
　　第三，就我们的问题来说，人们的审美趣味或者艺术趣味发生了分化。
新的生活方式、生活地位要求有新的审美趣味同它相适应。
这样一来，人家的期待视野不一样了，观看电视、电影和欣赏其他艺术的动机、要求、口味也不一样
了。
这样一种分化直接影响到整个中国的文化产业巾场、艺术创作和消赞巾场的变化。
所以，经济形态的多元化、社会身份的分层化，带来的结果是宣告了支撑1980年代审美精神的经济形
态一元化和社会各阶层平均化趋于瓦解，为审美精神的分化奠定了物质和社会需要的基础，发出了变
革的呼声。
　　下面，我们从一些作品中来看这样的一种分化情况。
　　第一个个案是后朦胧诗人梁晓明在1980年代后期写的一首诗《各人》，我觉得这里面已经有
了1990年代普遍的人际分化意识：　　你和我各人拿各人的杯子／我们各人各喝各的茶／我们微笑相
互／点头很高雅／我们很卫生／各人说各人的事情／各人数各人的手指／各人发表意见／各人带走意
见／最后／我们各人走各人的路　　在门口我们握手／各人看着各人的眼睛／下楼梯的时候／如果你
先走／我向你挥手／说再来／如果我先走／你也挥手／说慢走然后我们各人／各披各人的雨衣／如果
下雨／我们各自逃走　　这首诗重复叙述"各人"，突出了这种"各人"在生活中的作用，不是单个的"个
人"的"个"，而是分裂的、孤立的"各人"的"各"。
从中，可觉出它对于人际分化、人际疏离的强烈的暗示作用。
"各"和"个"一语双关。
"各"同"个"虽同音但却不同义。
"个人"之间并没有抱团成一个凝聚态整体，而是分离成孤独的"各人"。
这就揭示了在今天这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分化与疏离状况。
这里，主要是围绕日常生活来反映的。
首先是各人用各人的杯子，各人喝各人的茶，担心互相感染，所以分得很清楚。
似乎在说我们都很卫生，我们相互彬彬有礼，点头微笑，很高雅，但实际上彼此敬而远之，保持一种
距离。
一直到后面，各人有各人的事情、意见，等等。
这样，从日常水杯直到人的道路不一样，从通俗的到高雅的，从简单的到深刻的，都发生了质的变化
。
"在门口我们握手"，显得很亲热，但客气的背后，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和分化。
然后，突然来了一场雨，来了人生中的一场变故，生活中的一个变化，　　一个新的困难或挫折性情
景。
这个时候，各人披着各人的雨衣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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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逃"字点出了今天这样一个社会里，每一个人对自己实际利益的切身把握和对他人的利益的严重
漠视。
我觉得这种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选择，点出了今天生活中的深刻变化。
像1980年代人与人之间的熟悉的和亲密的关系，那种随时在争论、为了一个共同的集体目标而团结到
一起来的共同生存状况，到了1990年代已经是过眼云烟了。
恍若隔世啊!我常常不得不这样感叹，生活中实际的东西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让人牵肠挂肚和烦恼
，而精神的东西的地盘就被挤压得越来越狭小了。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正因为如此，实用主义或实利主义这样一类东西越来越占了上风。
人与人之间的纯真感情难得见到了，或者是已退居到边缘地带被搁置起来，剩下的只是一种呼唤。
而呼唤得越多的东西，可能正好就是实际生活中愈益缺少的东西。
　　另外一些作家也在小说中揭示这种状况。
池莉的短篇小说《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写的是武汉市江汉路普通市民居住区所发生的故事。
主要人物都是普通市民，像猫子、燕华以及他们的邻居和朋友，等等。
说的不外是一支体温表爆炸引发的日常琐碎事情。
开始时猫子兴奋地向熟人说体温表爆炸这件事，紧跟着这件事情就迅速传开来。
平凡的生活中就有了感到刺激的事件，大家都很有兴趣，哈哈大笑，人们的休闲生活充满了乐趣。
就是这样一件小事在文本中竟被重复了八次。
这样一些小市民，他们所关注的不是人生中的重大事情，国家的和民族的大事，而是日常生活中的琐
事。
我就从这种重复中见出一个特征，那就是：日常生活的特征就是千篇一律的重复，也就是生活中琐事
的重复。
有些大事是很难重复的，如重大历史事件；而日常生活琐事却天天都有，如《烦恼人生》里印家厚早
起后起床、刷牙、排队、挤公交车、坐轮渡等。
日常生活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千篇一律的重复(顺便说，大家如果对日常生活研究感兴趣，可以去读
一下赫勒写的《日常生活》这本书，是重庆出版社出版的)。
　　第一点，关于《英雄》的论争。
我们大家都知道《英雄》创造了有史以来国产影片票房最高的奇迹。
上周，新画面影业公司统计，《英雄》在国内的票房是2．4亿多。
据说这个数据有保留。
加上它在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有100多万美元的入账，还有它的影碟的收入，这样加起来就很高
了。
这是令中国电影界十分兴奋的票房数额。
这里面有很多原因，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媒体的帮忙。
媒体先后制造了正面推动和反推正助效应。
"正面推动"就是随着《英雄》的开拍，不断有媒体跟踪剧组活动，甚至它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活动
都成了翻炒的作料，吸引观众，制造他们的期待。
而到了《英雄》首映就出现了新情况：媒体突然掉转枪头对准《英雄》，从之前的热炒到转向对它的
严厉批评和指责。
但是更让人奇怪的是，媒体越是批评和否定，人们越是涌向电影院。
我们来作一个对比，在这之前的《幸福时光》，同样有媒体的热炒，包括张艺谋走遍大江南北去选秀
，选出来董洁。
但最后观众看了影片本身之后很失望，票房也只有几百万。
不同的是，《英雄》又是热炒又是酷评，却反而让人们涌向了电影院。
原因在哪里?我觉得媒体在这里面起到了一个"反推正助"作用。
这就是从反面去批评影片却产生正面推动效应，使人们不断涌向电影院，票房不断攀高。
而且这里面的一个更重要原因是，《英雄》打造了中国人一种新的时尚生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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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在告诉你怎样去适应这个都市的生活时尚。
你不看《英雄}好像就落伍了，就像现在你不买房子、不买车、不买新款时装一样。
我觉得媒体在这一点上是起了关键作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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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导言　　同学们，我们现在开始上课。
很高兴这个学期又结识一百多位新朋友！
　　我们这门课叫“文艺学专题”，是为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开设的专业基础课，也欢迎其他院系的同
学来选。
这门课主要是采取教师讲授形式，其中也尽可能多一些问答，平时还会安排一些作业，其中有些需要
在课堂上完成。
有时还要让大家观摩一些影片，看了以后要作影片分析，还有对大众文化的观察和分析。
我大致先说这些。
欢迎同学们来参与这门课。
注意，是参与课程，一会儿我会说为什么是参与而不是听课。
　　首先讲一下导言，也就是简单的开场白。
对于这门课要讲的内容，我初步定了一下专题的目录，以后随着课程的进展我会作一些调整，收集一
下大家的意见，看哪些需要增加，哪些需要减少。
　　第一讲，跟大家讲一下文学与文学理论。
第二讲介绍我提出的修辞论美学。
第三讲专门讨论过去50年中国文学语言的状况，即1949年至20世纪末这50年文学语言发生的具体演变
。
第四讲谈当代中国审美精神的演变。
这里补充一点，这门课是用专题的形式跟大家讲，不一定追述某种体系，因为在座的将来未必就是搞
文学理论的，大家的专业比较广泛，这里主要想顾及各个专业的同学。
第五讲是从无声挽歌到视觉动画，就是想通过电影《天上的恋人》与小说原著《没有语言的生活》之
间的比较，分析大众文化对高雅文化的置换。
这个问题可能大家都很关心。
第六讲，如果那时《英雄》的完整的DVD出来，我们就找来播放，一边放一边谈我对《英雄》的感想
。
我想结合《英雄》谈谈中国电影的视觉、流和后感情时代。
第七讲同大家探讨如何把握西方现代美学的三次转向，包括认识论转向、语言论转向和文化论转向。
第八讲谈谈我对文学概念的新观察)主要是提出感兴修辞或兴辞问题。
第九讲讨论全球化与当代文艺状况。
第十讲论述现代性体验与文学现代性分期问题。
第十一讲谈谈如何认识当代大众文化。
第十二讲同你们讨论怎样读书，并向大家推荐我所看重的10本书。
第十三讲，也可能就是最后一讲，谈谈怎样写学位论文。
在上课过程中，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和建议，请尽管提出来。
我也可以根据大家的愿望，对上面的最初安排作出适当的调整，比如讲课内容的增减或调换。
　　第二个问题，说一下本课教材和主要阅读书目。
　　这门课程的教材，主要是我的两本书。
第一本是我的《汉语形象与现代性情结》，这是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1年出的，是我最近十年的
论文集。
我这学期讲的主要内容是从这本书里来的。
第二本是《语言乌托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初版，到了1999年重印。
大家看到的这个封面是1999年重印时的封面。
与初版时不一样，但内容完全一样。
可能在本课程的后半段，让大家来了解一下20世纪西方文论的转变。
　　我们这个课程的指定参考书，共有如下8本：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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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长之：《李长之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
大学出版社，1997)　　伊格尔顿：《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另译为《当
代西方文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卡　勒：《文学理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王一川：《修辞论美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王一川：《中国形象诗学》(上海三联
书店，1998)　　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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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课堂教学是一门艺术，在名师们手中，这门艺术往往呈现出丰富的色彩，放射出迷人的光芒。
　　在当下的中国，学术著作往往呈现出严肃的面孔，给人的感觉经常是严峻的、冰冷的、因此，学
术著作总是很难理想地实现自身的接受过程，学术的普及因此受到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学术真的就只有人们意料的那副脸孔么？
 我们想作一些积极的探索与尝试。
《大学名师讲课实录》丛书因此而出世。
 您也许没有机会去聆听这些名师讲课，但有了这些的“讲课实录”在手，就相当于旁听名师讲课，应
该是可以弥补一些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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