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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当代文学的主体性》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中最常见的词汇之一，恐怕也是最为多义
和含混的词汇之一，它以其歧义丛生的复杂性不断牵动着人们反叛和辩论的神经；与此同时，这个哲
学化色彩异常浓厚的术语却也已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和成长中的核心关键词。
从基本哲学内涵上说，人们对它的理解是比较明确的，首先，它意味着在主客二元对立中主体所具有
的某种性质；其次，它描述了主体所处的某种存在状态。
然而一旦用在文学领域，这种哲学的清晰性却变得面目全非。
人们总是习惯在不同的语境和含义上去使用这个词，却并不急于给它一个明晰的定义，它是哲学的，
同时更是实用的。
理论家与评论家刘再复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它涵盖了作家、评论家、读者、文学作品等多重含
义，武断地在人物、文学系统、文学的本质、文学的创新、文学的独立性等各种对象上来使用这个概
念。
从此以后，对文学的主体性的界定和使用就显得更为混乱和随意。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特征和发展脉络以及文学的主体性问题在其中所具有的特殊的
意义，我们有必要重新认真审视这个习焉不察的术语，给它更严谨而合身的限定，对它进行专题性的
梳理，从而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文化环境中，重新赋予它新的、更有力的界说和更充实的内涵提供基
础和准备。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当代文学的主体性>>

作者简介

郑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博士。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当代文学的主体性>>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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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两种关于“人”的文学话语结合在一起被有效地用在对从“伤痕文学”到“改革文学”不断涌动
的文学潮流的整体理解上。
如此说来，文学的主体性问题存在的价值又在哪里呢？
让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两种关于“人”的文学话语。
　　新时期以来，异化问题在思想界和哲学界很早就伴随着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被重新提了出来
，并且作为可以与人道主义并列的一个命题参与了那场大讨论。
但是相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异化问题似乎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并且与文学的主体性问题
的关系也更直接。
首先，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渊源不同，马克思主义在很长时间是被定位在反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
立场上的。
而异化问题则不同，它本身就来自黑格尔一马克思传统，历史传统上的担子也就稍轻一些。
其次，异化问题在具体使用上更为灵活，很快就脱离了哲学思想的范畴，以对社会现象的分析批判的
面目被广泛使用起来，这就与文学的联系较为具体。
更重要的是因为异化问题不像人道主义那样大部分只局限于对文革和极左政治的声讨，它还曾被用于
对80年代的一些社会现象，如官僚主义、贪污腐败、特权、“官倒”筹的批评反思。
人道主义为主题的小说主要以历史题材为主，而异化这个主题有鲜明的现实感，对现实主义尚处于绝
对主导地位的当代文坛也就更具有吸引力。
　　“异化”这个黑格尔与马克思哲学中的概念最早引起人们的关注是在1963年为了批判苏联和南斯
拉夫“修正主义”而开展的对人道主义和人性论进行大批判的时候。
当时这场大批判国内矛头所向是胡风、冯雪峰、巴人、钱谷融等人所谓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和电影《
达吉和她的父亲》的人性论倾向。
《人民日报》和《红旗》两个编辑部组织发表批判文章，其中一册《批判人道主义》由周扬负责，写
作组成员包括王若水、汝信、邢贲思等人，虽然最终未果，但“异化”这个概念第一次得到了认真的
研究。
　　1963年3月26日周扬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曾经使用过这个概念并且给予
了肯定，这篇讲话曾得到毛泽东的审阅、肯定和修改。
①1983年3月7日在中央党校召开的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会议上，周扬的报告中再次提到了异化
问题。
周扬此举更使得这个概念深入人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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