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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就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整体历史而言，从“思潮”视野认真审视这一阶段的文学历史及其问题性，
应当说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的。
随着文学思潮研究的逐步深人，上述研究方向既体现为“思潮”作为独立性研究视角的强化，同时又
以对“文学思潮”理论层面的持续关注和有效开掘，填补着以往研究的缺漏。
笔者曾在一文中针对这一状况表达过一些看法：我们所说的文学思潮的“观念”与“思想”，其实不
能仅仅理解为“有关文学”的思想，而是“如何看待文学”的思想，即有关文学与社会关系的价值观
念。
这决定了文学的整体性变迁。
说白了，“文学思潮”对于文学历史进行的“思想叙述”，不是还原，而是阐释，它可以为文学的价
值更新提供多种的可能性。
这无疑就探进到“文学思潮”作为“方法论”的层面。
作为“方法”的“文学思潮”研究，应当是指它的观察问题的独特视角和作为一种视野的基本原则及
其策略选择。
它主要关注的问题有：语境研究，语境与修辞的关系研究，作家独创性的问题和审美风格变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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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的证伪——波普历史非决定论思想研究》是在我为获得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两课”
硕士学位所撰写的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
我在2004年学位论文开题报告时确定的论文题目是“文化的本体功能与历史唯物主义”，其主旨是通
过文化的植入解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必然性与人的主体性之间关系的繁难问题。
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是基于我长期以来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对马克思主义哲
学较为熟悉。
但是，由于论文的一些观点在开题组专家中引发激烈的争议而未能获得通过，最后我只得无奈地接受
我的导师王元明教授的建议：写一点关于波普历史哲学方面的东西。
在随后对关于波普历史哲学思想的大量文献材料的细心研读的基础上，我确定了“波普历史非决定论
思想研究”的论文题目，并获得通过。
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触及到大量的历史哲学问题，这些问题或者是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西方历史哲
学激烈论争的问题，或者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内部感到困惑与无奈的问题，激发了我对历史哲学许多理
论问题的浓厚兴趣。
因此，在学位论文完成并顺利获得通过之后，我并没有终止而是继续从事相关的理论研究，最终在已
获通过的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完成了题目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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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红楼梦研究》批判一、“红学”与俞平伯的主要学术思想《红楼梦》是我国伟大的古典长篇
小说，在当时就有“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的俗语。
对《红楼梦》的研究，几乎与她的诞生一样源远流长；“红学”甚至成为一门显学，历来吸引一批批
学者沉溺其中，孜孜砣砣，兀兀穷年。
特别到了清末民初，达到一个高朝。
作为一门学科的“红学”，一般分为“旧红学”与“新红学”两派。
“旧红学”也称“索隐派”，把《红楼梦》里的人和事一一同历史上的人和事对照起来检索。
“新红学”，则将研究方向转移到作者曹雪芹的生平、家世、思想和作品的版本等研究上面，并提出
其核心命题：《红楼梦》是作者的自叙传。
因此，“新红学”也称“考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胡适。
他信奉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说，对《红楼梦》的作者及其家世作过一些有益的考证，代表作
是1921年发表的《红楼梦考证》。
同时，他所提倡的实用主义的研究方法对学界的影响也很深远。
鉴于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他长期倾向于国民党的政治立场，促使共产党的领袖对之进行笔战
，也是在所难免。
俞平伯做过胡适的学生，被认为是“新红学”的主要人物之一。
他是一位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家，早在“五四”时期就参加新潮社、文学研究会等社团。
与好友朱自清曾夜游秦淮河，并商定各写一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其文笔之穰丽，情感之温润
，堪与朱文合称“双璧”，为一段文坛佳话。
后来在胡适的影Ⅱ向下，致力于《红楼梦》研究。
1923年出版《红楼梦辨》。
解放后，俞平伯将这部论著加以修订补充，更名为《红楼梦研究》重新出版。
同时，他把他发表于各报刊的评沦《红楼梦》的文章汇编成《红楼梦简论》一书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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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现代文学(1917-1999)思潮导论》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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