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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艺思潮作为连接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的中介是最活跃的部分。
文艺思潮包-括文艺创作思潮、文艺批评思潮和各种文艺理论思潮。
从思潮视阈研究文艺创作、文艺批评和文艺理论是一个重要的有效途径。
研究中国文艺和中国文艺理论的当代性，首先要研究中国文艺思潮的当代性。
界定中国文艺和中国文艺思潮的当代性或现代性，首先要确认当代中国的国情定位。
当代中国的社会历史结构是多元的，有前现代因tr.、现代因素，也有后现代因素。
然而中国的国情定位，从总体上来说，不可能是前现代的，更不能说已经到了后现代，甚至还不能说
已经实现了现代。
我们只是开始摆脱了前现代的宗法制的自然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并以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作为全党全
民奋斗的宏伟目标。
然而，现代化的事业还没有完成，到达后现代和后工业社会还要走很长的路。
因此，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我们国家的国情定位应当确认为是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过渡与生成阶
段。
当然，关涉历史的一切问题，都要放到其所属的一定的历史范围內加以考察，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界定文论的现代性或当代性，也应当将其放到所属的历史范围内和过程中来加以研究，以免产生曲解
和误读。
当代中国影响比较大的文艺思潮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和新人本主义等。
尽管当代中国的发达地区存在着，甚至日甚一El地滋生着、蔓延着后现代主义的因素，但后现代主义
只能部分地适合于当代中国的国情，中国广大地区，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还处于前现代的历史状态之
中，当代中国只是正在从前现代走向现代，而且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又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性存在着
质的差异。
西方发达国家的审美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是不相协调的，它们往往抵制和反对科技理性和启蒙理性。
而当代中国的社会现代性，却最需要科技理性和启蒙理性，否则，必然会阻碍社会的进步，更不利于
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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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出版后即在学术界和高校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第二版在此基础上又根据近年来文艺思潮领
域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做了大篇幅的增加和修改，因而更富时代气息，更具前沿性。
    本教材立足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的概貌，从社会文化、文学理论、创作实践等方面，对当代中国最具
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艺思潮进行了全方位的描述和梳理。
同时，还在论述中对各种文艺思潮的正面和负面影响进行了辩证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本教材在研究方法上实现了理论阐释和文本分析相结合、学理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有助于读者
全面、生动地了解当代中国文艺思潮的现状和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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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文艺实践活动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特殊形态，它筑基于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现实人生的审美
关系之上，因而考察文艺活动、特别是文艺创作活动的性质和规律，必须对主体性问题进行深入的考
察研究。
从总体上看，文艺主体论侧重从主体的角度探寻文艺的特质与规律，力求从人的主体性地位去思考文
艺的价值与意义。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们对于“主体”、“主体性”以及“文艺的主体性”的理解与认识有着相当大
的差异，因而对于人们的文艺观念以及以文艺创作为核心的文艺实践活动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在当代中国的文艺观念和文艺创作的发展演变中，不同历史阶段的文艺主体性的表现形态呈现着极大
的差异：有时文艺的主体性同文艺的客体性结合得比较好，发挥得比较合理、适度和有效；有时由于
机械唯物论和直观反映论的干扰，文艺的主体性相对低落；有时则因为主观唯心论和唯意志论的猖獗
，使得文艺的主体性恶性膨胀，甚至酿成某种狂热的“造神运动”。
“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新时期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新时期一方面使我们走出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权力话语肆虐、文艺的主体性迷失的梦魇，另一方面
又出现了片面夸大主体性的关于人的神话，发生过主体精神的新的迷失。
新时期以来，作家、艺术家主体意识的复苏、强化和关于文学主体性的学术论争，既促进了文艺创作
现实主义的深化，也诱发了各种现代主义艺术的滋生和勃兴；而群体的主体性向个体主体性的蜕变，
使主体性的内涵逐渐疏离了历史的现实依据，引发了理论与创作的主体性的放逐和狂欢，使解放了的
主体性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自身在新时期之初的积极意义。
因此，全面认识和评价新时期以来主体论文艺思潮的得失，对于面向新世纪的文学创作和文艺学建设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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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系全国社科基金的委托项目，被全国一些高校的文学专业所选用，并于2008年春，被教育部评审
和确定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本教材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当代中国具有代表性和富有影响的
文艺思潮，从社会文化思潮到文论思潮再到创作思潮进行了全景式描述和梳理，对各种文艺思潮的正
面作用和负面影响进行了宏观的、辩证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尤其是注意到一些西方社会文化思潮因
国情差异和时空错位本土化后所获得的新质和所产生的变形。
本教材既有对各种文艺思潮的理论研究，又有对各种创作思潮和各种社会文化思潮、文艺思潮在创作
中的具体表现的透视与剖析，力图从理论阐释和文本分析的结合上说明问题，从而把学理研究和实证
研究通融起来。
另外，本教材还探讨了理论批评化和批评理论化的有效途径，突出理论创新，对理论界和创作可能会
产生一些切实有效的影响，有利于推动中国当代的文艺理论建设，有助于学生和读者全面地、生动地
了解当代中国文艺思潮的状况和态势。
本教材初版出版后，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在学术界和高校界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作协理论批
评委员会进行了集体讨论，并给予了积极评价，同时还得到了著名学者钱中文、张炯和冯宪光等人的
充分肯定。
他们先后在《中华读书报》、《文艺报》和《文学评论》等报刊上发表推荐和评论文章，认为本书以
论带史，系统地勾勒了我国新时期的各种文艺思潮，清理了各种思潮的来龙去脉，将理论与文本实践
结合，显示了理论探讨的价值追求，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理论性，取得了超越前人的学术成果，是新
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研究的最新成果。
本教材的这次修订根据近年来文艺思潮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做了大篇幅的增加和修改。
本教材由主编设计框架体系，决定入选內容，构想编写大纲，两位副主编协助主编统编全书。
本书的撰稿人均为多年从事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潮研究的高职人员和文学博士，他们年富力强，思想敏
锐，知识结构新颖，富有理论创新意识，赋予本书强烈的前沿性和鲜明的时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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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第2版)》在研究方法上实现了理论阐释和文本分析相结合、学理研究和实证研究
相结合，有助于读者全面、生动地了解当代中国文艺思潮的现状和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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