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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著着意于将“上海”历史化为一个表征现代中国文明建立的文化空间，通过具体的作品分析和
作家研究，分上下两篇分别探讨“抗战”中张爱玲与“文革”后王安忆的文化生存状态，由此感触这
两场民族大难后中国现代文学看似被中断的精神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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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进，湖南人。
2002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
2003年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为在读博士生，主修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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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末世视野的镜像“对照”——再论《传奇》第一章 “镜”的“影像”及“对照”一、“镜”的
“影像”性及影像的“表演”性二、物镜、心镜与“对照”及对照的“对话”性三、“文明之镜”、
“文明的镜像”与寓意“对照”第二章 《传奇》：一个寓意的“镜像世界”一、世界：东方与西方二
、两个中国、两个时代三、中国：寻找归“家”的路四、古中国：沉到底？
五、方生方死的大时代第三章 《传奇》“余韵”及其他一、“张看”中西的立场与姿态--在张爱玲与
鲁迅之间二、张爱玲：都市人？
个人主义者？
下篇 进入历史：从“个人”到“民间”——从世界意识看王安忆的创作历程兼谈我们时代的文学“偏
至引言：“世界”意识与“中国”书写第一章 从“庸常之辈”到“孤独与反自然的英雄一、“自我”
的经验：错失的时代“列车”与纷乱的个人“命运一、“彼岸”光下：“国民”的悲哀与“人性”的
颂歌——启蒙意识中的“科学”与“宗教第二章 “伤心太平洋”中漂流的孤岛--“巴别塔”的启示：
浮出地表的“现代城市”与“象牙塔”之重建第三章 《长恨歌》：双重“历史”视野下的“上海”书
写一、现代城市文明批判的新坐标与“上海”的历史定位一、两个王琦瑶：“上海历史”与“中国历
史”的纠缠与分途三、“王琦瑶们”：“历史”拯救中的“个人”之匮乏第四章 聚沙成“塔”：“浮
萍”岛上精神之光的燃起与寂灭一、回寻“历史”，通达“民间一、《富萍》：“到底是乡下人——
首“小鲍庄”的创世“史诗”⋯⋯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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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通达“民间”，何处有道？
　　在《姊妹们》整整一年半以后①，王安忆才有了1997年的短篇小说《蚌埠》。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开始，“历史”二字成为它开篇的“警句”，并预示了此后的王安忆真正走通“民
间”的进路--从最庸常日见的世事流变中寻求并自然显现所包含的“历史／中国”容量，以此赋予“
民间”，或直白地说，“人民”的“活着”以“精神攀高的意义”。
这个“警句”就是：“我们从来不会追究我们所生活的地方的历史，我们追究历史的地方，总是那些
与我们无关的⋯⋯偶然的途经之地。
现实的生活占据了我们的注意力，历史显得虚无缥缈，它走不进我们的视线，它是供给闲适的身在事
外的心情去追问的。
”的确，这是《蚌埠》的叙述者“我”，当年的插队“知青”，在走出那段具体的历史生存之后才可
能有的感叹：那曾作为当年“我”每次回“上海”必经的中转城市，每每被“我”忽视的“蚌埠”，
原来曾以如此丰厚的“历史”底蕴包容、收留过被动荡的世事抛弃的“我们”啊！
如今，不过是生命中一个“邂逅”的“蚌埠”，以其码头、车站、招待所、澡堂、普通家居、百货大
楼、公园，甚至星期天等具体到不能再具体的“物性”，在“我”远远的回望中浮出记忆的水面，并
展现它原本深藏不露的“真实深刻的人性”：温和、整洁、规矩的“日常生活”，“浑然不觉”却包
藏一切的大气⋯⋯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的渐进发掘中，《蚌埠》塑造了“文革”年代一个边远“
城市”的形象，并且隐约示意：在这样一个介于“自然”与“文明”之间的“城市”，它的不会奢华
，也不会匮乏的“适度”，不是恰好让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好的一面在“现代生活”中得到生长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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