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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立场（第3辑）》共分五个话题，每个话题都由几位国内外专家撰文进行讨论：一是中国当代
灾难书写的悲剧精神与人文价值，对地震、雪灾等灾难题材的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及电影进
行评述；二是都市文学视野中的现代上海，对与上海有关的小说等文学作品进行分析：三是文学问题
与传媒，分析新媒体对文学创作和形态的影响，四是符号与再现，运用符号学观点解读当代传媒与文
学作品对现实生活的再现：五是新流散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新垦拓，对海外中国题材，即以中
国为书写对象的小说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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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行言，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交大艺术与传播学院院长，比较文学与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带头人，西南交大校学术委员会委员。
兼任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文史类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
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四川省鲁迅研究会副会长，《立场》学术辑刊主编等职。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文艺学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与外国文
学关系研究、西方表现主义文艺思潮研究、鲁迅研究及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工程伦理研究等方面取得
过多项成果。
著有《表现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第一作者）、《中西文化比较》（主编）、《新大学语文教程
》（主编）、《工程伦理学》（合著）等专著和教材数种，在《文艺理论研究》、《鲁迅研究月刊》
、《中国比较文学》等杂志和出版物上发表《艺术方法新论》、《论鲁迅艺术趣味与文艺思想的多元
性》等论文30余篇。
主持编撰《跨文明对话书系》、《中国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丛书》。
曾获四川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二等奖、三等奖，四川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二等奖，
铁道部优秀教材二等奖，成都市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等多项奖励和荣誉。
负责主持和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表现主义诗学研究”、 “工程伦理研究”等多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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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中国当代灾难书写的悲剧精神与人文价值主持人语朱立元大灾大爱生命至上--略谈“以人的生命
为本”与灾难书写的崇高悲剧精神朱立元黎明从2008汶川到2010玉树：地震散文的书写方式范藻地震
小说的异军崛起与灾难书写的多重可能性曾平文学在场与责任伦理--2003非典文学的人文书写董琦琦
“5·12”后，灾难叙事如何成为可能--试论后悲剧时代灾难叙事与消费社会语境晏红共名模式及其偏
离--论2008年雪灾文学孔许友二、都市文学视野中的现代上海主持人语吴晓东虚构上海的四重根李国
华新式交通工具与风景的发现--以海派小说为中心燕子“市声”：现代作家都市书写中的听觉体验路
杨《子夜》中的都市上海与空间隐喻徐钺误认、都市与现代主义写作--读《上海的狐步舞（一个断片
）》李松睿三、文学问题与传媒主持人语张荣翼被构拟的生活--当前文化中的媒体化生存张荣翼艺术
视野中的图像与文字赵炎秋齐林华新媒介文学生产方式及其研究的基本问题单小曦“新世纪文学”中
的新媒体因素及其问题曾军四、符号与再现主持人语段炼符号的虚拟，虚拟社会与全球化艺术应伟中
后现代符号学的话语模式建构方汉文符号化与元语言：对“韩寒事件”的一种文化符号学思考齐林华
社会符号学视域中的《名利场》翻译：杨译本简析高敏娟五、新流散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新垦
拓主持人语董洪川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新垦拓：从“流散文学”到“新流散文学”董洪川寻找家园：
美国华文文学的历史进程与精神气质肖薇哈金批评的四种范式蒋冬梅乏味的等待--对哈金《等待》的
一个商榷漆芳芳点到即止的哈金戴维·维奇金小霞译写作无疆界克利斯·戈基威尔王月译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立场（第3辑）>>

章节摘录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社会生产进入了一个不同于历史上任何时期
的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这就是美国学者丹尼斯·贝尔所说的社会“变量”已经从资本和劳动变成了信息和知识的“后工业社
会”①，日本学者梅卓忠夫、法国学者让·雅克·塞尔旺·施莱贝尔、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日
本学者松田米津等人则将之称为信息已经成为主要经济资源并带动社会生产、管理、文化生活全面信
息化的“信息社会”。
从1990年代下半叶以来，东西方社会又出现了新的变化，“以因特网为代表，数字媒介犹如风暴席卷
了这个时代”②。
似乎“信息社会”的称谓已经显得过于笼统了，有人从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思想演化出“比
特社会”的说法③，马克·波斯特则直接将之称为“第二媒介时代”，而日本学者水越伸则更鲜明地
将之命名为“数字媒介社会”。
很显然，不管上述哪种称谓，都在强调信息及生产、传播信息的媒介技术对当今社会生产、生活的重
要意义，其重要程度已经足以以此作为划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或社会生产范型的标志。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总体上还不能说进入到了这样的社会发展阶段，但中国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
不平衡，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北京、南京、杭州、武汉、重庆、沈阳等大城市
已经基本或即将如此，并不为过。
本文要指出的是，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或社会生产范型中，东西方的文学生产方式发生了更为重大的
历史变革。
　　当代文学生产方式重大变革的突出表现之一是：互联网的兴起与全面铺开直接催生出了后工业文
明时期或信息时代或数字媒介社会中的代表性文学生产方式——网络媒介与实时交互性文学生产方式
。
无疑，网络媒介是这种文学生产方式中最主要的生产工具，但这不等于说网络是生产工具的全部，而
是说继机械印刷和播放型电子媒介对传统文学生产工具进行了现代整合之后，网络对包括后两者在内
的几乎所有文学生产工具都进行了程度空前的整合，此即人们常说到的以网络为“航母”的“媒介融
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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