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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再望理性》收文四十余篇，辑为&ldquo;三联评论&rdquo;、&ldquo;文学笔记&rdquo;、&ldquo;
出版偶识&rdquo;。
首辑是笔者时任《书城》杂志主编时撰写的专栏文章，权作&ldquo;三联评论&rdquo;学术随笔的小结
；二辑诸篇是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创作及思潮的评析，对外国经典文学的比较；三辑则是议论中
国图书出版，探讨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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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士余，1945年9月出生，浙江镇海人。
资深出版人，文学评论家。
曾任上海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上海三联书店总编辑兼《书城》
杂志总编辑，中国美术分类全集总编委、副总编辑。
现任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秘书长，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理事，中国国际名人协会常务理事。
　　治学三十余年，注重感性审美经验与形而上思考的结合，探究中国小说叙事与中国文化图式的思
维同构规律，言说自成一家，开拓了中国小说美学研究的新路径，为汉语学界认同。
出版学术著作有《中国小说美学论稿》、《中国古典小说的文学叙事》、《小说形象新论》、《中国
文化与小说思维》、《文学，现代人的思考》，学术随笔《守望理性》、《边缘阅读》等。
生平及事迹先后列入《中国新文学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家辞典》(英文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家辞典》(韩文版)、《世界名人录》(香港版)，1999年获&ldquo;世界文化名人奖&rdquo;(香港)，2006
年获上海出版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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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三联评论顿悟思辨的散文书写演绎红色经典苦难中拥抱阳光消费时代的文学叙事现代文坛的&ldquo;鬼
才&rdquo;作家电子人的乌托邦幻想传统范式的现代重构解读美国精神宣传：制造社会共识人生体察与
文化自觉出版泡沫与政府规制历史的评说历史模型的人文考量表象的历史陈述史学的&ldquo;世纪话
题&rdquo;寻找上海城市言说与记忆文学笔记&ldquo;席勒式&rdquo;与文学现代化典型化法则别议小说
批评思维的&ldquo;寻根&rdquo;文化人格的审美文学：现代人的思考探索中的彷徨郭小川诗论初探维
尔特的政治诗克雷洛夫寓言诗的真理性对新民歌中&ldquo;二结合&rdquo;的反思台湾乡土文学摭拾神
圣道德的叛逆与沉思中外微型小说比较《水浒》与《堂吉诃德》叙事结构异同《水浒》研究述略出版
偶识为出版社正名书刊的消费价值书刊出版的二重体制书刊生产的&ldquo;智力型&rdquo;管理面临危
机的思索活化选题意识出版坐标：文化的积累、建设与传播谈上海美术图书出版再谈上海美术图书出
版线条表现的文学华文图书走向世界亮点，就在创造后&ldquo;非典&rdquo;的作为出版定位的文化思
考构建学术文化的出版高地出版人的应对让阅读融人生活&ldquo;百家讲坛&rdquo;现象的思考阅读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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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演绎红色经典　　改编红色经典，曾是影视界的亮点，其理由很简单，红色经典在大众读者中有
较高的认同度。
改编者的审荑取向和叙事视角不同，其社会效应也自然有别了。
电视剧《南行记》、《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传承了红色经典的文学精神，尊重崇高，忠实
再现了经典之审美价值而赢得了美誉。
当然，经典的改编也不乏&ldquo;戏说&rdquo;之风。
取悦市民编造爱情戏，刻意塑造畸形性格；追求票房价值，消解崇高，肢解经典，结果滑入了庸俗化
的困境，惹下了麻烦。
沙家浜阿庆嫂茶馆斗智，改成了半老徐娘&ldquo;玩爱情&rdquo;（戏曲反串小说）；传奇英雄杨子荣
被戏说演成了浑身江湖气的道地&ldquo;溜子&rdquo;。
红色形象被抹上灰色油彩，也惹上了官司。
法律评判替代了审美批评，这恐怕是改编者们始料不及的。
　　红色经典的改编，并非始于21世纪，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青春之歌》、《红日》、《烈火中永生》、《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先后由文学的经典改
编为电影的经典。
上世纪末，经典电影的重拍再次演绎了红色经典的风采。
红色经典的创作、出版、阅读、批评推介、改编传播，构成了中国当代红色文学的价值链。
所不同的是，不同时代的意识形态导引和审美取向影响着作家、改编者、读者、批评家们对红色经典
的解读和演绎。
60年代的经典守护者崇尚的是审美理想主义，当下戏说经典的&ldquo;时尚&rdquo;新潮迎合的是文化
消费主义，道不同难以相谋，前阵子京、沪两地资深学者愤而指责&ldquo;戏说&rdquo;也是情理中事
了。
　　红色经典的改编风波留下了值得深思的问题：怎样理解和演绎红色经典？
自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红色经典小说诞生起，这个问题一直是文学界、教育界争论的敏感课题。
演绎的批评效应不仅波及文学的创作、改编，也涉及文学史教材的编写，数十年来，风风雨雨，争论
不休。
余岱宗的博士论文《被规训的激情》这一命题，系统地表述了他读红色经典长达十年之久的心得和思
考。
　　红色经典的创作繁荣期是在上世纪的50年代至60年代，以长篇小说为主要文本。
塑造革命者及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书写革命人生的悲壮历程，反映革命斗争生活与社会主义新生活是
其重要的题材和主题。
红色经典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审美象征和文化载体，熔铸了那个时代的文学精神，实现了革命文学的
审美教化作用；同时也建构了红色文本的文学叙事机制。
它的文学魅力和审美价值的积累与社会效应已成为几代受众的文化记忆，并且也在重读和改编的演绎
中不断释放红色经典持续而深刻的影响力。
《被规训的激情》一书就是以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红色经典小说为个案，着力探究革命意识形态的
规训与红色经典文本创作的内在关系。
作者选择的言说路径是，着意小说文本的内部解构，从感性的叙述层面分析红色经典的内在叙述机制
，认识红色文学采取何种方式去建构其革命的激情，论证经典的审美表达如何适应革命意识形态的规
训。
该著有别于社会、政治、文学之外部关系的传统论说，为重读和演绎红色经典拓宽了一个新的视域，
这是值得赞许的。
　　作者的基本立论是，红色经典的感性叙述是在革命意识全方位的规训下展开书写的。
所谓&ldquo;全方位&rdquo;，是指叙事的主题指归、人物形象塑造、叙事结构及叙事情感等诸多层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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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ldquo;规训&rdquo;，在文学创作中，具体的操作性表现为&ldquo;叙事修辞&rdquo;。
通俗地说，也就是规范感性的叙事系统，对文本中局部有悖于革命意识形态的叙事倾向和情感具象进
行修改和调整。
借用作者的术语，即是通过修辞的书写方式将故事情节、艺术细节、情感具象&ldquo;编人革命意识形
态的编码&rdquo;。
作者将叙事修辞的书写规范简约为：主题指归的纯正性、人物形象的神性、叙事机制的传奇性、革命
激情的超越性。
作者的论述是否合乎理性，可略作一番考量。
　　确实如此，红色经典的文学主题有着鲜明的指向性，与革命的主旋律保持一致。
革命性、阶级性的主题话语凸现并规范了红色经典的叙事逻辑。
为此，作者将红色经典在主题层面上的书写方法，定位于&ldquo;保持其意识形态的&lsquo;纯正
性&rsquo;&rdquo;。
《红日》、《红岩》、《红旗谱》、《林海雪原》是以暴力手段建立政权、改变社会经济制度的阶级
斗争叙事；《青春之歌》、《欧阳海之歌》以塑造人的心灵为主的阶级斗争叙事；表达主题指归的书
写均是以革命者（包括成长中新人）为主人公，以革命活动为主要叙述对象。
作者要提请关注的，则是红色经典文本的感性叙事与意识形态指向有着审美错位和悖论性存在，这便
需要革命意识形态的规训和叙事修辞的校正。
诸如，《红旗谱》的主题是农民自发的阶级斗争在党的引导下走上自觉的革命道路。
但主人公朱老忠的故事是以家庭仇恨为叙事的兴奋点的。
朱老忠的言行和生活经历，较多流露了江湖义气和家族伦理的价值观。
故事叙述的意识形态特征与文本主题叙述的意识形态构成了错位和悖论。
为此，红色经典文本需要运用叙事修辞，对故事的叙述结构进行规范，以强化朱老忠作为&ldquo;阶级
人&rdquo;，而不是&ldquo;家族人&rdquo;的主题指归进行叙事书写。
梁斌自己也承认，叙事的规范使其&ldquo;完成了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的审美要求&rdquo;。
作为中国集体化运动的文学经典《创业史》，也是一个值得演绎的个案。
柳青在感性层面的主题表达是通过梁生宝组织蛤蟆滩的贫苦农民艰苦创业来叙述农民自我改造的主题
意义。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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