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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7年10月20—21日，“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研究——全国第一届中国文学研究博士后论坛
”在北京召开。
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共同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联
谊会、文学研究所和北京博士后联谊会联合承办，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和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协办。
这是我国举办的首次文学研究博士后论坛，论坛以“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研究”为主题，以学术
研究的前瞻性、深刻性和活跃性为主导，以文学界不同地域、领域的博士后学者的学术对话与交流、
联谊和沟通为旨趣，来自全国各地著名高校文学院及其他文学研究机构的活跃在近年来文学研究前沿
的近百名博士后学者以及博士后导师参加了学术研讨，论坛取得了较好的学术成果，《人民日报》（
海外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中国教育报》、《文艺报》、《中华读书报》等国内重要媒
体予以了报道，《文学评论》刊发了论坛的学术综述，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本书汇编了本次论坛的部分论文。
　　文学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领域。
2002年7月，江泽民同志亲自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察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号召社会各界、各级领导要高
度重视社会科学、尊重社会科学。
2004年春季，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一号文件。
《意见》强调指出：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大力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现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把哲学社会科学放在党和国家、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强
调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应该说，文学研究迎来了最好的历史时机。
我们的文学研究不仅仅是个人爱好，不仅仅是私人职业，它更是关系到国家发展，关系到民族前途，
与中华文化复兴息息相关的神圣事业。
文学，是一个民族的心灵的窗口，是优秀文化最灿烂的载体。
没有文学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没有繁荣的文学研究的国度，是可悲的国度。
中华民族有着最古老的优秀的历史文化，中国文学有着源远流长的优良传统。
从古到今，中国的文学家们、文学研究者们一直怀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宝贵精神；有着反映
现实社会，反映人民疾苦的优良传统；中国的文学研究有着最丰厚的土壤和最茂盛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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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研究：全国第一届中国文学研究博士后论坛论文集》为“全国第一届
中国文学研究博士后论坛”专题论文集。
论坛以“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研究”为主题，以博士后参与为中心；以学术研究的前瞻性、深刻
性和活跃性为主导；以文学界不同地域、领域博士后导师及博士后的联谊和沟通为旨趣，吸引了近百
位博士后和专家学者参与。
全书分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性视域中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新拓展、中
国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中西文学的流变与汇通等五个方面，汇集优秀论文五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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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论杂志与新文化的发轫（孟庆澍）——从《甲寅》和《新青年》谈起文化整合中的文学建构和意义
达成（席建彬）——现代小说“诗性传统”论民间秩序与文学传承（黄晓娟）——制度视野下的中国
少数民族口传文学浮出历史地表之前（张莉）——女学生与现代妇女写作的发生（1898-1925）“万物
有灵”：新世纪萨满教文化乡土小说的生态观照（黄轶）20世纪80年代“男子汉”文学及其话语的文
化研究（张伯存）中西文学的流变与汇通《老稼斋燕行日记》中的满族人形象（刘广铭）——兼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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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差异与反思：叶维廉的传释学理论（张晓梅）经史谱系中《春秋》研究史发微（谭佳）附录中国
博士后的发展演变与中国人才发展战略（潘晨光方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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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全球化进程中近代中国启蒙心态与文学精神嬗变　姜异新　　自1492年地理大发现使东、西半球
会合以来，全球化进程便宣告开始，至今已历经500余年。
对于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全球化进程在本土的最初体现，意味着西方文化的强行人侵。
鸦片战争失败给晚清天朝帝国以重创，使先前绾合如一的传统文化出现了第一道裂纹，迫使部分开明
官僚从此张开眼睛看世界，1895年甲午之役惨败于迅速崛起的东方小国日本，又在文化结构的接榫处
深深摇撼了中华古老文明，使这个问题空前尖锐地凸显出来，“呼啦啦似大厦倾”的民族危机感引发
了“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直接催生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界，发动了近现代中国史上第一次真
正意义上的启蒙运动。
　　从文化史的角度上看，全球化导致了西方现代性或启蒙方案在全世界许多地方付诸实践。
这首先需要以知识分子的独立为条件。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的近代中国出现了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领域雏形，这是启蒙话语赖以生存的文化土
壤。
游离于体制之外的读书人，逐渐产生了自我角色意识，尽管还构不成独立的阶层，也没有能力去构建
统一的思想理论体系，却无形中集结成强大的启蒙主体。
边缘地位和流亡生涯给了近代启蒙者思想自由的契机，介入现实的传统却使其难以摆脱对政治的依附
性，这使得他们不可能独立于正统之外成长为批判性知识分子，而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心意识浓厚的文
化触媒。
这种角色定位使中国式启蒙自起始处便置身于偏执中，与内心分裂的多重性一起构成了文化现代性的
基础，对文学的近代转型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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