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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80年代的文学和学术已经成为一座“知识·历史·遗址”，本书认为通过“重访”的方式，才
能比较客观和真实地接近它，把其中被各种叙述所覆盖和压制的东西尽可能地揭示出来。
这种揭示的目的不是“揭破历史真相”，“发现历史隐秘”，而是把它变成研究今天文学问题的一个
重要参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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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程光炜，1956年12月生，江西婺源人。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著有《朦胧诗实验诗艺术论》、《艾青传》、《中国现代文学史》、《程光炜诗歌时评》、《中国当
代诗歌史》、《雨中听枫》和《文化的转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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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文学史哲学
　第一章　历史回叙、文学想象与“当事人”身份
　　——读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并论对
　　“80年代”的认识问题
　　一、“出国名人”精神和知识上的优越感　
　　二、“历史回叙”中的“文学想象”
　　三、客厅、咖啡馆和“当事人”身份
　　四、“插图”正在融入80年代的“历史建构”　
　第二章　我们如何整理历史
　　——十年来“十七年文学”研究潜含着的问题
　　一、被安装的“新启蒙编码”
　　二、“现代文学”生产的“当代文学”
　　三、与“再解读”联姻的“十七年”
　　四、整理包含着对研究历史的知识的整理
　　五、整理同时包括了对研究者自己的整理
　第三章　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性问题
　　一、问题的由来
　　二、80年代文学的“现代化想象”
　　三、被遗忘的“十七年”文学资源
　　四、80年代与“十七年”的关系
　　五、再回到对80年代“现代化想象”的检讨之中
　　六、重回“十七年”的一些问题
　　七、怎么来理解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性问题
　第四章　重访80年代的“五四”
　　——兼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下性”问题
　　一、“五四”与“文化专制”
　　二、“五四”与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
　　三、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下性”
　　四、“现代文学”已经变成了“古代文学”
　　五、“年鉴派”命运与重提“当下性”
第二编　文学史的社会学
　第五章　80年代文学研究的“文学社会学”　
　　一、80年代文学中的“社会学空间”
　　二、文学“社会学研究”的外部环境
　　三、文学思潮的“社会学内涵”　
　　四、“文学社会学”的两个层面　
　第六章　文学研究的“参照性”问题
　　一、在被批评的情境中看文学现象
　　二、知青小说是如何寻根的
　　三、80年代初文学的“儿童叙述者”形象
　　四、对“不喜欢”和“喜欢”的问题的理解
第三编　被生产的文学史
　第七章　《中国现代小说史》与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
　　一、《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来龙去脉　
　　二、西方视角中的“左翼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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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学、历史和方法
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文学的“历史化”>>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历史回叙、文学想象与&ldquo;当事人&rdquo;身份　　&mdash;&mdash;读查建英编《八十
年代访谈录》并论对&ldquo;80年代&rdquo;的认识问题　　2005年6月，&ldquo;海归&rdquo;文化人查
建英女士采访并编选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一书在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后，立即在知识界热销，并登上
包括三联韬奋书店在内北京各大书店的&ldquo;本月销售排行榜&rdquo;。
尽管编者声称：&ldquo;这本书虽然记录了许多珍贵的往事，却并不是一个怀旧项目。
&rdquo;但事实上，阿城、北岛、陈丹青、陈平原、崔健、甘阳、李陀、栗宪庭、林旭东、刘索拉、田
壮壮等11位被访者讲述历史的角度、材料剪裁和实际效果仍有相当浓厚的&ldquo;怀旧&rdquo;色彩。
&ldquo;中国人的经济生活这十几年来一直处在令人眩晕的急速变化之中，大家对&lsquo;现在&rsquo;
尚且应接不暇，又能有多少精力去认真清理&lsquo;过去&rsquo;？
&rdquo;&ldquo;我讲这一番&lsquo;以史为鉴&rsquo;的常识大道理，倒不是暗示八十年代已经成了无人
理会的孤魂野鬼，恰恰相反，近年每每在饭桌旁、朋友间听到有关那个年代种种人事的即兴回忆，而
且永远伴随着生动的细节和风趣的评论。
至少在过来人当中，大家并没有忘掉那段历史。
&rdquo;&ldquo;历史学家不是说过吗，没有被叙述的历史不能算历史。
&rdquo;②被访者是小说、诗歌、音乐、美术、电影、哲学及文学研究领域里的&ldquo;名人&rdquo;，
除崔健、陈平原等外，大多数人还有长期待在欧美或香港，或有&ldquo;海归&rdquo;经历。
这段话采取的历史回叙视角，包含着文学想象的成分，并尽力凸显自己和被访者在&ldquo;历
史&rdquo;之中的&ldquo;当事人&rdquo;（或见证人）身份，这或许是我们进入问题的一个角度。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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