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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史论》对文学理论形态类型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
理论当在形态”的建构的分析，也是很有特点的。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史论》明显带有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研究”的性质，它借鉴和沿用
了较多前人和他者对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史研究的见解和观点，某些层面的论述含有“文学理论学”
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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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绪论 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及其问题一、“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释义二、“20世纪中国文学
”研究框架的意义与欠缺三、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史的研究对象及其构成四、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史
的研究方法与意义第一章 中国文学理论的“近代性历史叙事框架”与“现代性历史叙事框架”一、20
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总体性特质问题的论争二、近代、近代性概念的辩证与“近代性
历史叙事框架”三、“现代性历史叙事框架”的欠缺与确立“近代性历史叙事框架”的意义第二章 20
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历史图景与视界的基本问题一、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历史图景与视界的基本问题二
、“五维度总体性理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史研究三、近代时期（1898年～20世纪80年代初期）
四、现代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2000年）第三章 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历史性转换及其新传统一
、20世纪中国文学与理论批评研究的基本概况二、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历史性转换的基本机制及其特
质三、20世纪中国的文学理论传统第四章 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基本形态类型与政治性文论的流变一
、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基本形态类型二、20世纪中国政治性文论的特质、构成、地位及其意向三、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政治性文论特质及其影响第五章 20世纪中国教科书文论的特质与发展一、20世纪中
国教科书文论的视界及其特质二、传统视界中教科书文论的基本构成及其教学的现实操作三、20世纪
中国教科书文论的发展四、体悟性文论与教科书文论的整合：老舍《文学概论讲义》解析第六章 20世
纪中国意识形态论文学理论的流变及其特质一、意识形态论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二、20世纪中国意识
形态论文学理论的特质及其流变三、20世纪中国的意识形态论文学理论与文学现代性第七章 20世纪中
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历史流变及其重建一、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及其问题二、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形态类型、特质及其当下命运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当在形态的建构
第八章 政治文化视界中转型时期中国文学理论思潮及其转向一、政治文化的流变与重建：转型时期文
学理论思潮的演化及其转向二、“去政治化”与“再政治化”：异质性“政治导向”与理论思潮转向
的基本规定性三、思潮的“转向”及其超越：转型时期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整合与重建第九章 “反本
质主义”思潮与文学理论视界的当下重建一、理论视界的解析二、转型时期中国文学理论视界重建的
向度及其问题三、“反本质主义”思潮对转型时期中国文学理论重建的影响四、视界重建的意向：文
学理论的人文性、批判性、多元性与现代性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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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中国文学理论的“近代性历史叙事框架”与“现代性历史叙事框架”　　一、20世纪80年
代以来有关20世纪　　中国文学总体性特质问题的论争　　新时期伊始，社会现代化又一次被提上议
事日程，“四个现代化”一时成为流行语，国家也从此走向改革开放之途。
亦正是在这一情势之中，西方的各种现代性社会文化思潮、学术思潮与文艺思潮开始在中国产生广泛
而深刻的影响；与此相伴随，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也开始被引入。
在文学研究与理论批评领域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为了突破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模式，文
化观、整体观、现代意识与系统方法一时成为学者与理论批评家们的首要选择。
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历史叙事框架”开始形成，并渐趋成为20世纪中
国文学研究的主导性、主流性的框架。
基于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与文学发展的复杂性、多元性与丰富性，基于“现代性”概念的暧昧不清及
其解说力的欠缺，在90年代的学术界与理论批评界，有的学者也开始尝试性地引入“近代化”、“近
代性”的概念及其相关命题，来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及其总体性特质进行阐释，因而引发了相关的论争
。
　　处于新世纪的今天，从“现代性”的角度来把握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与文学，或从“近代性”抑
或从“混杂性”的意义上来加以把握，哪一种更有利于理解并阐释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与文学的特质
及其发展，应该说，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学术话题，也理应对“近代、现代、当代”这一“三分法”
和80年代以来所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观念加以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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