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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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尝试将小说语言研究和社会学分析结合在一起，以汪曾祺后期小说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小说的汉
语形象——现代韵白的研究，透视作品中深层的文化内涵和复杂意义，并进而思考现代文人写作的自
我认同问题。
全书分为7章，围绕汪曾祺复出的历史语境与文本话语形态、汪曾祺小说汉语形象与短篇小说文体认
同、汪曾祺小说所呈现的生活形态与文化景观等三个方面的问题展开，由语言形象、文体认同到历史
意蕴，立体呈现汪曾祺小说写作所延续的“文”的传统，并由此考察汪曾祺短篇小说文体创新所取得
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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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志强，文学博士，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南开大学语文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明道大
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台湾）。
天津写作协会副秘书长、天津美学协会会员、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员、中国大学语文协会会员。
《语文报‘大学语文专版》执行主编、《中国图书评论》栏目主持人。
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在《文艺研究》、《文艺争鸣》、《南开学报》、《天涯》等杂志发表文章90
余篇，出版专著5部，并曾主持多项省、市级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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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现代文论与美学论丛》总序序  阐发现代韵白的魅力第一章　后期汪曾祺第二章　“发现的故事”
第三章　文人话语的分裂  一　“访问体”与“观察视野”  二　“旁观视野”  三　互主体性与插语的
修辞作用第四章　现代韵白　一　现代白话语言的韵　二　“以韵化白”　三　白话生韵第五章　现
代文人的语言镜像　一　“视觉语言”　二　语言的形象　三　现代白话语言形象与中国现代知识分
子的自我认同　四  “小说如文”：短篇小说与“现代文人自我”第六章  汪曾祺小说中的民间想象　
一　民间想象的四种模式　二　风物想象与现代文人意趣　三　苦难寓言与现代文人情结　四  乡俗
生活与现代文人心态　五  民间想象的第五种模式：现代文人意韵第七章　现代文人自我　一　“民
族自我”　二　“人民自我”　三　现代文人自我的审美生成　四　现代文人自我的文化内涵　五　
语言与自我的双重形象结语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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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后期汪曾祺汪曾祺后期小说的写作是在一种整体的意识形态转变和动荡的环境下完成的。
面对一个强大的文学写作传统，即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写作传统，他的小说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一种现
代韵白的成熟形式和民间想象的清新风貌。
也正是这样一种写作语境，造就了汪曾祺对语言的强烈关注。
在汪曾祺这里，“语言”已经不是一种实现意义的简单工具，而是一种蕴含着丰富政治内涵和文化意
味的形式。
语言创造作为文学创造的一个过程，带有认同重组和权力抵制的意义。
换句话说，重新打造一种文学的语言，成为重建文学的政治形象和美学形象的方式。
所以，对汪曾祺后期小说成就的关注，也就成为对这个时期小说语言文化功能和社会价值的关注。
由此，我选定汪曾祺后期短篇小说的语言为研究对象，从语言形象角度考察现代文人认同建构问题。
在这里，我试图分析文人认同与现代短篇小说文体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
在我的论述中，语言、文体和自我乃是三个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素：不存在单纯的“自我”，自我通
过对自我形象的表达（言说、写作）实现其认同建构；而语言则是自我形象的直接投射；“文体”作
为语言的固定化的组织形态，则成为“自我”的一种象征化形式。
换句话说，自我认同与建立在一定形式之上的文体认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对于一个作家而言，他有意或者无意地对语言和文体的选择，既是一种自我支配下的活动，也是一种
塑造自我、支配自我的活动。
按照这样的逻辑，汪曾祺的短篇小说，成为作家的一种独特的自我认同形式的体现。
汪曾祺不把短篇小说看作是“小说”，而是把它当成“文”来写。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汉语形象中的现代文人自我>>

后记

本书为天津市十一五规划项目《白话文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TJYW06-2-003）的研究成果。
修订这篇关于汪曾祺的研究书稿的时候，我仿佛回到了校园时代。
仿佛我还没有从恩师王一川教授身边毕业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教师。
仿佛我还是那个冲动的、随时被老师教导批评的年轻人。
肝胆照似秦时月，待我情如岭上云！
走过去了，才知道怀念。
此刻，静坐在台湾明道大学的小研究室里面，正好可以看见那些过去了的日子。
回想这个书稿的写作过程，曾经倍感艰辛，也曾经有领悟的喜悦。
咬噬性的烦恼与慢慢凌迟掉的时间，沉浮的不仅仅是心情，还有信念。
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彻骨的体验。
在这种痛苦中所感受到的关怀和支持是这样令人激荡不已。
记得来南开的前夕，心中无数次闪过北京师大老师们的影子。
温暖又严肃的童庆炳先生、始终令我敬仰的程正民先生、儒雅宽容的周星先生、和蔼冷静的李壮鹰先
生、常常对我鼓励有加的李春青先生⋯⋯每每觉得自己很幸运，曾经得到他们的点播、批评和激励；
也会不免遗憾：学生终究要离开老师，要自己去生存和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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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汉语形象中的现代文人自我》为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汪曾祺后期小说语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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