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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提起五色石，有谁不想到它源自中华民族借一位创世女神之巨手，谱写出的那篇天地大文章？
一两千年前的汉晋古籍记载了这个东方民族的族源神话：当诸多部族驰骋开拓、兼并融合而造成天倾
地裂，水灾火患不息的危难时刻，站出了一位曾经抟土造人的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
四极”（《淮南子·览冥训》），重新恢复和创造天行惟健，地德载物的民族生存发展的空间。
在烈火中创造自己色彩的五色石，凝聚了这种天地创生，刚健浑厚的品格，自然也应该内化为以文学
一文化学术创新为宗旨的本书系的精神内涵和色彩形态，探索一条有色彩的创新之路。
　　经由“天缺须补而可补”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其缺者的大与圣，其补者的仁与智，无不可以引
发创造精神和神思妙想的大爆发。
何况人们又说女娲制作笙簧，希望在创造性的爆发中融入更多美妙动人的音符？
李贺诗：“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
”歌咏的是西域乐器箜篌，朝鲜平民乐曲《箜篌引》，可见精神境界之开放，诚如清人所云：“本咏
箜篌耳，忽然说到女娲、神妪，惊天人月，变眩百怪，不可方物，真是鬼神于文。
”（黄周星《唐诗快》）创造性思维既可以正面立意，又可反向着墨，如司空图《杂言》：“乌飞飞
，兔蹶蹶（乌与兔是日月之精），朝来暮去驱时节。
女娲只解补青天，不解煎胶粘日月。
”当然也可以融合多端，开展综合创新，如卢仝的古体诗：“神农（应是伏羲）画八卦，凿破天心胸
。
女娲本是伏羲妇，恐天怒。
捣炼五色石，引日月之针，五星之缕把天补。
补了三日不肯归婿家，走向日中放老鸦，月里栽桂养虾蟆。
”这就把伦常幽默、月宫神话，也交织到炼石补天的神思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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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旨在对刚刚过去的20世纪中国文学，从文化创造的有无、大小、方式、形态和性质等等角度，给
予整体性的把握。
本书认为，这一世纪的文学总的来说具有崭新的文化创造，在对新文化的不同形态(如民主文化、科学
文化、自由主义文化、重建的民族主义文化、理想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等)的追求中，经历了非常
艰难曲折的过程，并且这一建构的过程在新的世纪里仍会继续。
本书一方面尽量从具体的个案分析中见宏观大势，从微观中见出实在的创造之迹；另一方面，又具有
整体思考和把握，不能淹没在具体的材料或个案之中。
本书体现了对文化建设和人文学科前沿的关切，尽可能多所借鉴和融会，强调创新意识，努力实现文
学研究向文化学和创造学的层次深入，并注意文学与民族文化、世界文化的多向交流和影响。
总之，本书的意义不仅在于对现当代文学和文化的探源与分析，亦可作为社会和人生的镜鉴和文化建
设规划的参考。
对从事现当代文化、文学研究的学者尤其是对青年学子当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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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继凯，1957年生，男，江苏宿迁人。
文学博士。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兼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鲁迅研究
会副会长以及《中国文学年鉴》编委等。
著有《民族魂与中国人》、《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全人视境中的观照》、《中国近代诗歌史论
》、《新文学的新分析》、《墨舞之中见精神》、《才子的书缘》等多部，主编或编选有《解析吴宓
》等多部。
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等刊物上发表学术
文章百余篇，获省部级科研、教学等奖励10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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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四是一场空前的民族新文化运动，是在中外文化碰撞、交会、融通中试图整体改革陷于僵化的
民族文化传统、重建具有活力的现代民族文化的一场新文化运动。
更新民族自我、改善民族命运的文化启蒙和文化救亡的双重选择和积极实践，构成了极为辉煌也极具
创造性的伟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丰碑。
其五彩缤纷的文化板块和百家争鸣的文化语境非常生动地显示了文化创新所必不可少的时代条件，同
时也由此昭示了“大五四”的多元多样、兼容百家的宏阔的文化视境。
然而总有些人将五四狭隘化、片面化，或仅赞其文化批判的威力，或仅贬其文化激进的偏颇；或刻意
强调其西化倾向，或着力批评其形而上学，其居心也许并非不良，但却都有违历史的基本事实，与多
元互补的系统完整的“大五四”观不相吻合。
正由于误解误读甚多，以及传统惰性力的强大，也便造成了五四精神，尤其是其文化创新精神的普遍
失落。
　　在19、20世纪之交，文化创新意识的生成和张扬，成为中华民族追求进步、自强不息的一个重要
标志。
并由此得以逐渐提高文化创新能力、改善文化创造环境。
作为一场久蓄必发的新文化运动，五四的文化创新自然是针对中国古旧传统而言的，它既包括精神文
化层面的创新，尤其是价值观念的现代转换，也包括物质文化层面和制度文化层面的创新，尤其是对
家国同构的封建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如果说文化创新是民族文化进步的灵魂所在或文化国力提升的动力机制，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
合理性和现实重要性便是毋庸置疑的。
只要还有正常的感受力和理解力，还有起码的实事求是之心，便会基本认同如下一些判断：　　无论
是从历史语境还是现实问题来看五四，无论是从民族利益还是人类需要来看五四，都可以看到这样的
事实，即五四以文化创新为主而非以文化保守为主，其文化创造远大于文化因袭、文化移植及文化剽
窃；五四以文化增殖为主而非以文化贬值为主，文化的质和量较前有所提高而不是有所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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