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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邀约与重构》辑录了作者近年来发表的一些最具代表性的文学评论。
既有文学态势的梳理与分析，又有重要个案的诠释与评述，体现了作者科学严谨的治学精神和活跃敏
锐的艺术感知力。
《邀约与重构》共分三辑：第一辑为新世纪以来的文学现象研究，举重若轻地论析了新世纪十年的一
些创作走向及其内在局限。
第二辑为一些新生作家群或重要作品的专论，以广阔的视野和丰富的材料，探析了当代作家的创作共
性、个性与不足。
第三辑为文学理论的思考与阐述，借助一些颇受关注的理论著作或新锐评论家，深入探讨了一些文学
艺术的本源问题。
其中的文章或被各类报刊转载，或收入各种年度优秀论文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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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洪治纲，男，1965年10月出生于安徽省东至县。
文学博士，一级作家，现为广东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广东省高等学校&ldquo;千百十工程&rdquo;省级培养对象，并入选教育部&ldquo;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
计划&rdquo;。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小说学会常务理事。
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当代
作家评论》、《南方文坛》等刊物发表论文及评论200余万字，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和《中国社会
科学文摘》转摘。
出版有《守望先锋》、《余华评传》、《无边的迁徙》、《中国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研究》等个人专
著多部，以及《国学大师经典文存》、《最新争议小说选》、《年度中国短篇小说选》等个人编著二
十余部。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邀约与重构>>

书籍目录

自序1第一辑新世纪文学：命名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增量的文学现场与感性主义的兴起&mdash;&mdash;
新世纪文学十年观察之一俗世生活的张扬与理想主义的衰微&mdash;&mdash;新世纪文学十年观察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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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文学研究现象的盘点与思考论苏童短篇小说的&ldquo;中和之美&rdquo;从&ldquo;寻根&rdquo;
到&ldquo;审根&rdquo;&mdash;&mdash;论苏童的《河岸》与艾伟的《风和日丽》&ldquo;人场&rdquo;背
后的叩问与思考&mdash;&mdash;论李佩甫的长篇小说《羊的门》用卑微的心灵照亮世
界&mdash;&mdash;论毕飞宇的长篇小说《推拿》神与魔的对话&mdash;&mdash;论阿来的长篇小说《格
萨尔王》乡村启蒙的赞歌与挽歌&mdash;&mdash;论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天行者》第三辑文学：记忆的
邀约与重构经验的&ldquo;边界&rdquo;原创力&middot;洞察力&middot;思考力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形与变
形&mdash;&mdash;读刘再复近著《双典批判》从想象停滞的地方出发&mdash;&mdash;读余华随笔集《
十个词汇里的中国》生态视野与文学史的重估&mdash;&mdash;读吴秀明近著《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
态场》现代视野中的文化整合与批评&mdash;&mdash;关于李凤亮的文学批评主体的自觉与中国当代文
学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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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世纪文学：命名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近些年来，&ldquo;新世纪文学&rdquo;已逐渐成为一个
流行的概念。
很多有关中国当代文学的学术会议，其会议议题都冠以&ldquo;新世纪文
学&times;&times;&times;&times;&rdquo;，足见它已成为当今学界约定的概念。
但也有不少人提出质疑，认为这是一个伪概念，是一个不具备科学性的空洞的能指，因为中国当代文
学不可能恰好在&ldquo;新世纪&rdquo;这个时间点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充其量只是批评家们喜
新厌旧的一种表述策略，一种针对特定时间的命名活动而已，折射了当前文学批评的理论焦虑症。
　　我不太认同这种看法。
其主要理由是，&ldquo;新世纪文学&rdquo;并不是一个有关文学现象的简单命名，也不是批评家们用
完即扔的临时口号，而是一个具有明确的文学史指向的特殊概念。
也就是说，&ldquo;新世纪文学&rdquo;是以明确的时间为依托，描述自此以后种种新的文学变化，以
及这些文学变化在未来时空中的演进态势。
它试图阻止&ldquo;新时期文学&rdquo;这一概念被无限延伸所带来的尴尬和不足，而不是要与此前的
文学历史进行彻底的清算和告别。
　　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任何文学史的概念都具有特定的时空指向性，同时又具有相对的时空包容性。
譬如，我们说&ldquo;先秦文学&rdquo;、&ldquo;魏晋南北朝文学&rdquo;、&ldquo;唐宋文学&rdquo;
、&ldquo;明清文学&rdquo;等，无一不是指向特定的时空，同时又无一不是体现了某种时空的包容性
。
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每一个朝代的开国元年，便是中国文学出现又一划时代变革的明确标志，但这并
不妨碍我们用它们来对文学史进行阶段性描述，也不妨碍文学研究内部的专业化学科设置。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这种命名也同样如此。
譬如&ldquo;现代文学&rdquo;与&ldquo;当代文学&rdquo;的划分，也是依据特定的历史时间，即一种政
治化的历史时间作为界限。
尽管人们对这种划分充满疑虑，甚至在专业化的学科建设中不断进行调整，但是迄今为止，它们仍然
是一种普遍使用的文学史概念。
即使在当代文学领域中，有关&ldquo;前十七年文学&rdquo;、&ldquo;文革文学&rdquo;、&ldquo;新时
期文学&rdquo;等概念，也都是依据特定的时空指向，描述某一阶段的中国内地汉语文学。
如果动用严格的科学概念所必需的内涵和外延来审视，它们的科学性和完整性都必然要受到质疑。
但问题是，质疑之后，我们能否找到一些更严密更合理的概念来描述？
　　文学史不同于社会政治史。
社会政治史可以通过明显的政治体制及社会结构形态的断裂性变化，来体现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的
截然不同。
而对于文学史来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发展都有其内在的不断延续的精神脉络，也都隐含了某种潜
在的审美惯性，也即文学内在的完整性。
但是，我们在对文学史进行阶段性的研究时，又必须启用一些特定的时间概念，以便设定相对独立的
文学范畴。
这些概念的命名和启用，主要依据的原则就是文学自身的重要变化。
　　第一辑譬如，我们将&ldquo;新文化运动&rdquo;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就是基于此后的文学
开始了白话文的自觉写作，此一行动使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在表达上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时也确
定了以前文学创作不甚明确的启蒙思想。
但是，我们不能紧紧盯着&ldquo;1915年&rdquo;这个特定的年份，以此来审察&ldquo;中国现代文
学&rdquo;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否科学，因为仅仅通过这个特定的年份，很难甄别中国文学由近代到现代
的变化。
事实上，很多学者通过研究，认为19世纪末期的大量文学实践，都已在推动中国文学向现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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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发生学角度来探讨，近代文学中有近一半的历史时段，也可以划入现代文学之中。
但上述这些情况并不影响&ldquo;现代文学&rdquo;作为一个文学史概念的成立。
相反，这些延伸性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现代文学颇为漫长的孕育过程。
　　再看&ldquo;新时期文学&rdquo;这一概念。
通常情况下，它是指1978年之后的当代文学，即由&ldquo;伤痕文学&rdquo;为发轫之作的文学写作。
它突出地体现了当代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
文学创作不再简单地迎合权力，而是开始自觉控诉&ldquo;文革&rdquo;十年的动乱历史，并对极左思
潮及意识形态化的工具性写作有了明确的反思。
此后的文学发展，正是沿着这种主体意识的觉醒、张扬而前行，并与&ldquo;文革&rdquo;时期的文学
实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但是，如果一定要追究为什么是&ldquo;1978年&rdquo;而不是&ldquo;1976年&rdquo;或&ldquo;1980
年&rdquo;，那么，这种讨论就成了对文学史概念的&ldquo;精确定义&rdquo;了。
而事实上，这类&ldquo;精确定义&rdquo;最终都是很难实现的，因为任何一种新的文学变化都是一个
过程。
　　我反复强调这一问题，是为了说明&ldquo;新世纪文学&rdquo;作为一个文学史的概念，虽然将起
点确定在新世纪的开始，但这同样只是一个相对的时间界限，具有特定时空的包容性。
如果一味地追究&ldquo;2000年&rdquo;是否具有绝对的界碑性意义，是否明确体现了当代文学在某种
本质上的裂变特征，那无疑是难以做到的。
有很多学者谈到这一问题，也认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很多文学现象，其实已经预示了新世纪以来的
文学发展特征。
张清华就认为，&ldquo;新世纪文学&rdquo;的起点，不宜机械地划为2001年零点钟声响起的那一刻，
实际上与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的社会环境与文学环境的变化有密切的联系。
郑吾：《学者热议&ldquo;新世纪文学&rdquo;》，《文艺报》2006年8月3日。
张未民也曾说道：&ldquo;新世纪文学与新时期文学是相互重叠在一起的，互相包容的，新世纪文学的
提出并不是对新时期文学概念的反动和抛弃，我们宁可将二者看作是一体生长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
，完全可以将新时期文学的1978年的起点，同样看作是开启了21世纪文学的起点。
站在今天新世纪的立场向后看，以一种长时段的历史观察，新世纪文学不过是从新时期文学中仿佛蝉
蜕一般生长出来的一种新质的文学，而新时期文学就是新世纪文学的一个前世肉身，一个可供蜕变的
潜结构，一个过渡性前奏。
&rdquo;张未民：《&ldquo;新世纪文学&rdquo;的命名及其意义》，《文学评论》2009年第5期。
此外，像雷达和任东华也强调，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经济、传统文学经验陷入困境和&ldquo;人文精
神&rdquo;大讨论这三个要素，都对&ldquo;新世纪文学&rdquo;的生成产生了内在的作用。
　　当然，&ldquo;新世纪文学&rdquo;这一概念之所以被学界不断提起，还是因为新世纪以来的文学
发展确实出现了诸多根本性的变化。
就我个人的思考，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以自由撰稿人为主体的网络文学的全面兴
起。
在此之前，活跃于网络之中的作家，仅有痞子蔡、安妮宝贝等少数人，而且他们没有依靠网络形成自
己的消费市场。
但新世纪之后，网络作家迅猛崛起。
据白烨统计，&ldquo;仅盛大文学旗下的起点中文网、红袖添香、晋江原创网、榕树下四家网站，就有
注册作者70多万人。
&rdquo;白烨主编：《中国文情报告（2009-2010）》，第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网络文学的作品数量更是几近天文数字。
有人统计，目前的起点中文网就存有原创作品22万部，总字数超过120亿，日新增3000余万字。
即使是像&ldquo;幻剑书盟&rdquo;这种类型化的文学网站，也拥有原创作品两万多部，其中有400部作
品日均点击率达万次以上。
欧阳友权主编：《网络文学发展史&mdash;&mdash;汉语网络文学调查纪实》，第389页，中国广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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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出版社，2008年。
在这些网站中，有大量作品均需付费阅读，这属于一种商业化的常规运作，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甚
至可以预见网络将成为未来非常重要的文学领域。
　　二是大量类型化写作模式的涌现，改变了以往文学的审美特质，使人们很难用既定的审美价值系
统来做出艺术判断。
譬如，在&ldquo;70后&rdquo;和&ldquo;80后&rdquo;作家群中大量存在的&ldquo;青春&rdquo;、&ldquo;
架空&rdquo;、&ldquo;悬疑&rdquo;、&ldquo;玄幻&rdquo;、&ldquo;戏拟&rdquo;、&ldquo;盗墓&rdquo;
等写作中，我们似乎看不到作家对历史和人生的严肃思考，也看不到作家对人类精神的深度追问，但
这些写作的背后依然凸现了某些主体精神的反抗倾向，亦折射了新一代作家对理性生存秩序的怀疑。
这种由消费市场培育出来的文学创作固然存在诸多的弊端，包括以利益化的、自下而上的手段，对创
作主体进行潜移默化的精神劫持，但是，如果将它与体制培养出来的文学进行比较，前者无疑更能够
体现文学的自由生长状态。
更重要的是，随着历史的自然发展和一代代前辈作家们的老去，新世纪文学的发展终归由他们来承接
。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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