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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春景收在《艺术主体与表达》这本文集中的部分文章我以前曾读过，重新翻阅使我不时回想起初
读它们的岁月，那是在文学研究似乎还是一个值得用一生的热爱去做的时候。
现在，就像春景结集在这里的某些文章一样，我们的心中充满了疑问，犹如她稍后的研究有时悄然变
成了辩护词，而况文章中有些人与事已从我们的生命中消失，除了保持在瞬间的记忆和某些文字中的
触动，以致这些触动和感慨一再搁置了这个简短的序文。
　　从20世纪的90年代初，至近期的文章，从文学批评到影视研究和文化批评，在春景看似不同的写
作中似乎总有一些不断被再现的动机，关于叙述与社会伦理价值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话题。
在90年代中期，春景所主持的一个社科基金项目就是“叙事与价值”，她对这个问题的持续关注，依
然表现在她近期的“故事与媒介”的研究项目中。
虽然她的这部著作尚未完成，从她晚近的文章中仍然能够读出一些端倪。
　　说实话，为什么要讲故事呢？
在春景的阐释中，也许能够说，故事或者艺术表达的愿望，如同爱，是对一种“合目的的生命形式”
的渴望。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不自觉地创造着独特的故事，每个人都在力图使自己的生命成为一个故事，
这意味着人们为自己的生活、个性寻找或塑造着某种可以理解的模式，无论是痛苦、欲望、愤怒、渴
望、爱的行为和情感等等，仍然希望它们均具有一种可以表述的形式，无论自我遭遇何种分析的力量
、主体如何遭遇非主体化、非中心化的解构命运，我们心中的自我仍然希望自身拥有某种连续性、即
使不那么戏剧化的故事，因为人们并不希望自己的生活纯粹是“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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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艺术学林”之一。
论述了艺术创造者对艺术主体、思想主体、言说主体等在表达中体现出的心灵状态所进行的审视，是
对这批思想和文化精英考察后写出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的论文集。
本书主要内容分为三辑：影像叙事与价值、思想者的精神状况、语言叙事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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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辑  影像叙事与价值  观众的伦理诉求与故事的人文价值  影视剧制作中的形而上学陷阱  论中国电
影史研究中的“感官文化学派”  故事改编：涅粲与再生  电影的文献价值与艺术品位——谈新生代电
影的成败  近十年国内外“上海电影”研究综述  谢晋导演21世纪的艺术追求  跟随“故事”的转移——
挑战文学研究的价值危机  视觉文化批评的当代价值  反差与悬殊：在电视电影和电视连续剧之问  伦理
关怀：电视剧永远的赢家第二辑  思想者的精神状况  中国90年代思想家的一次精神会晤  神话思维与艺
术  “启蒙”与“现代性”的历史命运  回到语言的切身性  叙事者的精神视域  对理解的理解  穿越故事
和话语的叙事研究  “顾准热”的另一面  媒介：制约叙事内涵的重要因素第三辑  语言叙事的表情  爱
缘于合目的的生命形式  命运之门被怎样敲响  祈祷、反讽、默想  有关两性故事的不同表达  放牧人群
：从苏格拉底到呼天成  权力文化的叙事结构  反神话与文化大革命再思考  心灵深处的真实——作家行
者的精神肖像  “失重”现象与叙述语式的转换  无助的生存状态  当代长篇小说的诗学问题  影视：“
大文学观”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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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目前国际学术界对电视剧收视情况的研究，特别对观众卷入电视剧的程度，对电视剧的解读方式
以及伦理诉求等精神活动的实现程度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如英国学者对电视剧《达拉斯
》进行的跨文化研究，美国学者对《埃尔斯韦尔医院》的研究，均已证明电视剧是当今不同文化背景
的大众进行思想交流和道德判断的公共空间。
“无论它的文化背景多么生疏，观众仍受到邀请来根据这些呈现于荧屏上的人际关系与价值观检视他
们自己的人际关系与价值立场。
”①从影视剧表现出来的这些特征上讲，它们确实对社会人生及道德变迁具有整合功能。
在观众对故事的理解、讨论，甚至是相互争辩和自我表白之中，各种思想观念和价值立场会产生碰撞
批评或抵触，也会在交流之后达成共识、接受和认可等。
在电视剧提供的话语空间中，我们甚至可以直观地看到，一种新的伦理观念和价值取向怎样在民间自
发地形成和被接受；在对故事人物的褒贬过程中还可以直观地看到道德观念的变迁历史。
如从90年代初对王沪生婚外情的一致谴责（《渴望》），到2l世纪初对某种婚外情的容忍（《结婚十
年》、《走过爱情》、《不嫁则已》等）。
　　然而，不管电视剧在客观上具有何种功能，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打开电
视机的目的是为了消遣和娱乐，为了身心放松，或为了逃避令人烦恼的现实。
这是一个达成共识并被普遍接受和认可的收视行为及收视动机。
　　所以，有相当一部分影视剧编导和制片人认为，故事的精神价值是人们强加在影视作品之上的额
外负担，今天是一个大众化时代，影视剧的首要任务是为大众制造快乐以保证收视率、市场份额和产
品的最大效益。
因此，目前我国影视界形成的一种流行倾向认为一，娱乐是影视文化产品的本质特征；消费时代人们
需要的是快乐，而思想价值会妨碍娱乐效果会影响收视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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