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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丛书记录下我和一群年轻同仁的一次难忘的中国现代学之旅：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协力对中
国现代文学、文论与美学传统作了一次新的探究。
说到传统，人们总会不假思索地以为那只是指类似于“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古代时光，而忽略“别求
新声于异邦”的现代，仿佛唯有古代才配称为传统。
对置身当代的我们来说，苏轼的“气自华”固然有其不容忽视的回瞥意味，但鲁迅的“求新声”却不
能不说正是中国现代历史现场的真实写照。
实际上，晚清以来国人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中变法自强、实施启蒙乃至燃烧革命烈火的历史，已经
和正在成为中国传统，准确地说是中国现代性传统。
在一次新的探究之旅中重新回望作为中国现代性传统之一方面的中国现代文学、文论与美学传统，恰
是我们的初衷所在。
　　从中国现代学视野去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文学、文论与美学传统，是我经多年摸索后找到的一个研
究方向。
在我看来，中国现代学是关于中国现代文化传统的学问，是中国人对中国现代性文化的研究。
与有关中国古代文化的“国学”不同，也与外国学者从事的有关中国问题的“汉学”（Sinology）或“
中国学”（Chinese Studies）不同，中国现代学主要研究百余年来中国文化现代性传统的发生、发展、
演变及其对当代社会的意义。
从中国现代学视野考察中国现代文学、文论和美学，可以更准确而深入地揭示中国文学现代性、文论
现代性及审美现代性的面貌及其意义。
本丛书旨在对中国现代文化传统与文论特色展开研究，即在中国现代学视野中重新考察中国现代文学
、文论与美学，着重发掘中国现代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学和文论之间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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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现代学引论：现代文学的文化维度》是有关中国现代性的—部具有原创性的专论。
作者标举第三种现代思风，提出中国现代学这一独特学科构想，规定了它的反构型学思性质，由此出
发对中国现代性的特征、颜面、景观和品格作了探索，得出中国现代性是一种后古典远缘杂种文化这
一新结论，进而从中国现代学视角对现代文论与文学做了独到的阐释。
全书主要结合文学个案展开论述，回放出中国现代性的丰富景观，对相关的革命主义、审美主义、文
化主义、先锋主义、拿来主义等种种思潮作了细致而深入的评述，适合人文学科领域读者及文学爱好
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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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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艺与文化现代性问题。
著有《意义的瞬间生成》、《审美体验论》、《语言乌托邦》、《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修辞
论美学》、《中国形象诗学》、《张艺谋神话的终结》、《汉语形象美学引论》、《汉语形象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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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编中国现代学概述　　第一章中国现代学思索　　一说到百余年来的现代文化，人们难免涌起
太多的感慨和忧思，也常常会因彼此观点的差异而陷入激烈的争论中。
近年有关“五四”评价的争鸣及相关电视剧激起的辩论，都不过掀开其中的一角而已。
无论是人文学科里的新手还是知识丰富、雄心勃勃的青年才俊，抑或是卓有建树的专家，都无法回避
这些争论。
但无论怎样，这些都不应妨碍我们（我与你之间）成为彼此平等对话与沟通、既反驳又被反驳的坦诚
朋友。
如果你同意，那我们就约定了。
让我们在平等对话中一同探讨中国现代学问题。
　　一中国现代学：一种反构型学思　　作为刚刚结识的新朋友，你也许会同意我的话：真正的学问
之思，应当如风行水上，激起人生之河的阵阵涟漪。
学思如风，吹皱一池静水，激荡沉睡于内心的创造力。
思风一旦扬起，就会翻卷起宁静心海的波涛，高扬起新思想的风帆，吹拂出一片新的学问景观。
而中国现代学会是怎样一种思风呢？
自然界的风有很多种类：若论风力所向，那顺着刮的是顺风；迎面逆吹的是逆风；从侧面来的是侧风
，等等。
若论风力，力大的是大风或飓风；力小的则是微风。
若论风给人的心理感受，搅动迷乱心境的是狂风；使人感受宁静的是和风；令人激荡的是疾风，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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