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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新时期”的20世纪80年代，被视为告别50—70年代的革命实践而进行文化“新启蒙”的历史时
期。
这个时期形成的文学观念、知识体制与思维模式构成了近三十年的新主流文化，也是人们理解当代中
国六十年乃至整个20世纪历史的基本认知装置。
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使得如何评价这一认知装置变成了知识界的关键分歧所在。
本书从探讨人道主义思潮、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寻根”思潮、“文化热”、“重写文学史”思潮、
“纯文学”实践等6个文学与文化思潮着手，试图对80年代整体思想状况进行一番知识社会学考察。
对每一思潮，不仅在新的历史视野中重构其基本历史轮廓和复杂脉络，更从叙事形态、知识构成与话
语机制等不同层面重新解读其核心历史文本，尤其关注“知识”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
这种研究的两个基本特色：一是跨学科视野，以文学文本为主，但扩大到美学、哲学、理论、历史研
究等领域，力图把80年代思潮作为具有“共振性”的文化场域来加以把握；另一则是全球视野与中国
问题的结合，从一种更具想象力的整体历史视野中揭示出80年代中国文化实践的不同面向，及其与90
年代以来“全球化”现实间的关联。
由此，本书希望在批判性地反思历史的基础上，重新描画80年代文化地图，以作为推进现实思考的参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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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贺桂梅，1970年生于湖北。
1989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博土论文《80年代文学与五四传统》曾获北京
大学优秀博士论文二等奖。
2000年留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2004年被聘为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20世纪文学、思想研究。
已出版著述《批评的增长与危机——90年代文学批评研究》(1999)、《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
研究》(2003)、《人文学的想象力——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问题》(2005)、《历史与现实之间
》(2008)，另参与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导读》(钱理群主编，2002)、《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
》(温儒敏主编，2005)等；并在国家核心刊物发表相关研究领域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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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重新定位80年代·中国·文化 　一、80年代研究的历史视角与知识社会学 　二、“新时期”意
识的由来：一组意识形态框架 　三、全球视野中的70—80年代转折与中国 　四、”文化”与“现代化
”：“五四”传统与“现代化范式” 　五、80年代人文思潮的知识谱系考察 第一章 “回到19世纪”
——人道主义思潮 　一、引论：人道主义、“五四”与“19世纪的幽灵” 　二、青年马克思或黑格尔
：“异化”论与历史叙事 　三、“人性论”、家国书写和19世纪浪漫派文学 　四、康德的阴影下：主
体论、美学和革命 　五、作为话语事件的“文学主体性”论争 　结语：19世纪、知识分子与第三世界
革命 第二章 “现代派”与先锋派——现代主义文学思潮 　一、作为冷战禁忌的“现代派” 　二、“
黄(灰)皮书”、“地下文学”与同步的60年代 　三、“欠发达的现代主义”和现代性主体的悖论 　四
、先锋小说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 　结语：第三世界先锋派的主体性 第三章 “跨越文化断裂带”—
—“寻根”思潮 　一、寻根思潮：一个简单的轮廓 　二、“寻根”意识的发生：“乡村”与“中国
”的耦合 　三、序曲或语境：“废墟”侧旁的民族想象 　四、“活的传统”：寻找“非规范”文化 
　五、知识谱系：美学、考古与民族史叙事 　六、文本：话语冲突的场域 　结语：民族主义话语的
冲突与耦合 第四章 现代化叙事与“韦伯的幽灵”——“文化热” 　一、三个知识群体和三种思想动
向 　二、三个文本与三个“故事” 　三、文化热、“五四”传统与“现代化理论” 　四、“韦伯的
幽灵”：文化主义及其变形 　结语：超越80年代文化意识 第五章 20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
学史”思潮 　一、80年代文化场中的“20世纪中国文学”论 　二、“文学”与文化政治 　三、“20世
纪”与现代化叙事 　四、“中国”与全球化想象 　五、编史学上的“现代化范式”及其全球语境 　
六、现代文学学科：新体制、新学人、新范式 　结语：“80年代学术的一个象征” 第六章 “纯文学
”的知识谱系——文学的去／再政治化实践 　一、引论：“文学性”如何作为问题 　二、美学谱系
：“诗化哲学” 　三、文学理论谱系：转向语言 　四、现代文学经典谱系：“重写文学史” 　结语
：“纯文学”的自我批判 结语 重建批判知识与批判主体 　一、“新时期”与50—70年代、新启蒙范
式与 第三世界批评 　二、“全球化”时代的批判思想 　三、创造新的批判语言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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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文革”的定性，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经历过一个变化的过程。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之后，其“反革命”性质被确定为“修正主义的极右实质”①、“新产生出来的
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代表”凹。
这和毛泽东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描述为批判蜕变为特权阶级的官僚阶层与“资产阶级走资派
”，是一致的政治判断。
1976年后，对于“四人帮”，华国锋等“凡是派”延续了对林彪集团的说法，将其定性为“反革命的
修正主义路线”、“极右的路线”①。
不过有意味的是，这种定性在“改革派”那里开始发生了变化。
1978年的重要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称“四人帮”“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
制主义”，其性质也开始变为“极左路线”。
另外的文章开始提出“民主和法制”问题，并把对“四人帮”的定性与“封建主义”联系在一起：“
我们从‘四人帮’身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封建主义的阴魂。
”“文革”十年被视为“专制主义、帝王思想、皇权思想、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宗法思想、蒙昧主
义”等“封建主义的遗毒恶性发展，重新泛滥”的时期。
1981年正式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基本延续了
上述对于“文革”的定性。
正是以这种关于“文革”的论述方式为依据，“思想解放”开始成为一个有力的口号，对“文革”历
史的批判和反省也与“反封建”主题有了直接联系。
从“修正主义极右路线”到“封建法西斯主义”的定性，事实上不仅仅是对于“文革”的历史定位，
同时也相应地决定了“文革”结束之后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及其一整套意识形态话语。
如同韩少功分析到的：“这里有一个知识和话语的转换过程。
一旦确定了‘封建主义’这个核心概念，人们很容易把新时期的改革想象成欧洲18世纪以后的启蒙运
动，想象成‘五四’前后的反封建斗争。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启蒙”知识档案>>

后记

交出书稿，有一份轻松、一份惶惑，也忽然生出了些许的疲惫。
轻松和惶惑是每当完成一项课题或一篇论文时常有的心态，疲惫感却是自己十余年学术研究生涯中第
一次体验到。
这或许因为完成这份书稿的时间是如此漫长的缘故。
关于自己怎么开始从事80年代文化研究，的确说来话长。
十几年前，也就是我还是博士研究生的1998年，我选定80年代文学与文化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研究的对
象。
那时，80年代并不像现在这样是一个热点话题，倒正好是50-70年代文学研究热潮刚刚兴起的时间。
而我则因为突然对思想史发生了兴趣，于是自以为选定了一个很能够把自己所学的文学专业与思想史
研究结合在一起的题目：80年代文学与“五四”传统。
接下来我便一头扎进了“五四运动”和“五四”接受史的文学、思想史料的阅读中。
研究基础的薄弱和理论储备的不足，使我完全不能迅速准确地把握问题的关键所在。
结果，一年多时间之后完成的博士论文，在我自己看来只能算是一篇“消化不良”的半成品。
我基本上陷入了用“五四”来评价80年代新启蒙思潮的思路中，论文大致也就成了关于“80年代为何
与如何是第二个五四时代”的详细论证。
尽管这篇论文也受到了师长们的一些好评，而且有过几次可以出版的机会，不过我自己一直认为我应
该将它推翻重新做过。
那时还没有完全领略学术研究甘苦的我，年轻气盛而且总想着来日方长，完全没想到这个课题的真正
完成要在十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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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培文书系.文学与当代史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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