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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批评丛书“刀锋文丛”，是一套主要针对当下中国文化现象(包括文学、大众文化、影视、音像、传播
媒介等)进行批评的丛书，作者为备领域的学者和新锐批评家，他们都受过良好的人文教育，学有所专
，在批评技术上训练有素，以敏锐的艺术感觉和独特的语言风格取胜，并力图借此实现批评的独立价
值。
他们对其批评对象，不做一般意义上的“解剖学分析”，而是更加关注作为批评对象的符号系统如何
潜入当代文化，以及潜入过程中产生的怪异踪迹。
    对于文化批评而言，其批评对象是一个巨大的疑问。
文献意义上的传统符号体系与文化商品意义上的新符号体系，早已在全新的传播媒介中胜利会师，并
拉帮结伙地向人示威。
它们在街道上招摇过市．在电视节目中口水四溅，在策展会上沐猴而冠，在各种叙事建构中钻头觅缝
。
通过对其他文化DNA的吸纳和重组，它们已经具备了高度的变异能力，是一种可怕的文化    “异形”
。
它们以新的宿主为掩体，摧毁传统意义上的解剖学和阐释学。
要将它们从新媒介这个宿主之中剥离出来，使之原形毕露，是文化批评的重要任务。
    因此，作为“微观意识形态”的一根敏感的神经，文化批评不再是书斋里的解剖学，批评者也不再
是历史的建筑师和形而上学的幻想家，更不是神话和象征的合谋者。
他们应该是文化相面师，是经验分析的数学家，是新的(或者其他文化现象)的话，就是要将研究对象
转化为公共领域的话题．成为公共领域话语批判的对象。
    有学者将文化批评的特点总结为：一、注重当代文化而不是历史经典；二、注重大众文化而不是精
英文化；三、注重边缘文化和亚文化群体(比如女性文化、少数族裔文化、青少年文化、打工族文化
等)而不是主流文化；四、注重文化与社会密切的互动关系，而不是封闭的、象牙塔式的、静态的分析
研究；五、提倡跨学科超学科的、综合思维的研究方法。
⋯我认为这个总结比较全面。
它还可以进一步归纳为：当代的、大众的、边缘的、动态的、综台的。
换一个说法，作为传统文学的“文学『生”，已经像碎片一样消散在另一个新主流文化(市场和消费)
之中，文化批评就是要在这种新的文化语境之中重新发现“文学性”，在“现代『生”中寻找那些“
可以挽回的部分”，在市场的垃圾堆里寻找“文学性”的碎片。
    我们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也有过所谓的“文化热”，但与这里所说的“文化批评”关系并不大。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翻译了大量的“文化批评”理论著作。
但真正属于中国自己的文化批评，还正在探索的途中。
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没有自己的文化理论，所有文化批评的方法，都是“拿来”的外国货。
一些概念是否适用于我们的文化批评，需要甄别；文化批评中对中国经验的把握。
需要探索和实验。
这些都需要通过长期的批评实践来解决。
中国问题的复杂『生还在于，它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
传统符号作为历史经典的出场，往往成为常态。
我们的文化批评，还面临着对历史符号进行解码的艰巨任务。
无论理论还是方法，都应该从写作实践中来。
我们不要被那些貌似严密的仿西化理论吓住。
我们应该对批评写作的中国化实践表示敬意，哪怕它的创造是点滴的!    我大致从2000年前后开始文化
批评的探索性写作，2003年完成第一本显得幼稚的文集《文化的病症》。
在2004~：开始筹备文化批评丛书“刀锋文丛”的出皈事宜。
第一辑于2005'年出版．收入了朱大可等人的文集。
第二辑于2006~E出版，收入了陈晓明等人的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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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出版社改制，丛书原责任编辑调离，“刀锋文丛”出了两辑就停下来了，我感到非常遗憾。
这一次有缘与重庆大学出皈社合作使“刀锋文丛”重获新生。
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
第三辑“刀锋文丛”不是没有遗憾，但总的来说基本符合我的设想。
    期待更多朋友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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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被围与突围/刀锋文丛》编著者李怡。

《被围与突围/刀锋文丛》内容提要：本书表达了一位资深文学研究者的当代文化忧思。
作者指出，在始终强大的环境中，“被围”注定了陷落的命运，它让人们在茫然中自失，在平庸中满
足，磨损理想，剿灭信仰，滋长狡黠。
而这种境况的改变，只能以人们原本敏锐的感受力的恢复为前提。
因此，“突围”也就是使人们恢复对世界的原始感受。
但是，世界是被各种假象遮蔽的，只有通过批判和清厘才能使它恢复。
本书就是试图化知识经验为工具理性，给读者廓清一面澄明通透的大众文化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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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怡，1996年生于重庆，祖籍湖北，文学博士。
曾任教于西南大学，现为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相关文
化现象的研究和批评。
著有《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1994）、《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1995）、《七
月派作家评传》（2000）、《大西南文化与新时期诗歌》（2002）、《为了现代的人生》（2004）、
《现代性：批判的批判》（2006）、《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2009）等，合著多部，发
表论文2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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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炎先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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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所以，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这种依托地方生存感受与乡土时政经验的思想表达分明不能被我
们简单视作是“外来”知识的移植和模仿，更不属于所谓“文化殖民”的内容。
同样，在新时期的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中，在重点展示西方文学批评方法的“方法热”的同时，也出现
了“文化寻根”，虽然后来我们对这样的“寻根”还有诸多的不满；1990年代以降，文学与区域文化
的关系更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走向。
竭力倡导“走向世界”的现代学人同样没有忽视中国文学研究的地方资源问题，在“后现代主义”质
疑“现代性”、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质疑西方文化霸权的中国影响之前，他们就理所当然地发掘着“
地方性”的独特价值。
1989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苏州年会就以“中国现代作家与吴越文化”作为议题之一，在学者看来
：“20世纪中国新文学是在西方近代文学的启迪下兴起的。
但就具体作家而言，往往同时也接受着包括区域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有时是潜移默化
的濡染，有时则是相当自觉的追求。
”在中国当代批评家的眼中，引入“地方性”视野既是一种“丰富”，也是一种“尊严”，正如学者
樊星所概括的那样：“在谈论‘中国文化’、‘中国民族性’、‘中国文学的民族特色’这些话题时
，我们便不会再迷失在空论的云雾中——因为绚丽多彩的地域文化给了我们无比丰富的启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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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是我的一些批评文字的汇集，较之于那些所谓的“论文”，篇幅短些，但文字也灵活自由一些，因
为张柠兄编辑“刀锋文丛”的雅意，也因为重庆大学出版社的慷慨，得以面世，算是为自己平时零星
的感受作一总结。
    在出于职业需要完成某些长篇大论之余，我自己其实是喜欢这些短小迅捷的感受的，虽然“当代批
评”的声誉未必就佳，但直面当下的“批评思维”无疑是保持我们精神健康的方式之一，只要批评者
能够适当远离那些觥筹交错的筵宴，坚守一种孤独的冷静。
    当坚守孤独也不容易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回到半世纪以前的“民国”，借助历史的距离稍微远离尘
嚣，在长篇大论的历史叙述中保留一点真性情，因为，穆旦、冯至、徐志摩与沈从文都不可能跳出来
宴请我们了，他们无法通过细致的“策划”影响我们的态度和文字了。
    即便如此，坚守也并不容易。
读着本书的清样，揣摩着责任编辑李金正先生为了它的顺利出版而付出的种种苦心，那些婉曲的文字
处理过程，令我感叹，也令我感动。
如何坚守我们自己，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再一次感谢重庆大学出版社，感谢陈晓阳博士，感谢李金正先生，他们为这些文字的面世付出了相
当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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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刀锋文丛:被围与突围》是一套主要针对当下中国文化现象进行批评的丛书，作者为备领域的学者和
新锐批评家，他们都受过良好的人文教育，学有所专，在批评技术上训练有素，以敏锐的艺术感觉和
独特的语言风格取胜，并力图借此实现批评的独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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