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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张春梅是我在2004年招收的博士生之一，是一位乐观开朗又勤于学、敏于思的女生。
在读博期间，按照专业方向的要求，她读了不少后现代的理论和文化研究方面的著作，也细读了1990
年代以来的中国小说。
在开题阶段，经过反复的讨论，最后定下了《中国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学叙事》这个题目，可以说充分
调动了她的阅读优势和学养积累。
　　关于后现代理论和后现代文学，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
紧随其后，也有不少论述。
但把后现代理论与文学创作密切地结合起来，而且重点研究中国本土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学叙事，尚无
系统的著述。
张春梅对这个具有中国特色课题的研究，显然是更具系统性和前沿性的，有自己的对象、视角、方法
和立场。
本书力求在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后现代语境的生成，以中国1990年代以来的文
学叙事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语境和生成二者逻辑关系的始终贯彻，把握中国文学叙事中出现的后
现代观念以及相应的叙事策略。
　　后现代的文学叙事在中国出现主要是1990年代以来的事，它的出现往往伴随着一系列文学事件，
且形成了与过去不同的文学观念、价值观念和文学实践，这既是一种事实，又是概念和边界相当模糊
的事实，充满了不确定性，也充满了争议。
与此同时，它的出现与中国本土的语境究竟有着怎样一种生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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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春梅是我在2004年招收的博士生之一，是一位乐观开朗又勤于学、敏于思的女生。
在读博期间，按照专业方向的要求，她读了不少后现代的理论和文化研究方面的著作，也细读了1990
年代以来的中国小说。
在开题阶段，经过反复的讨论，最后定下了《中国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学叙事》这个题目，可以说充分
调动了她的阅读优势和学养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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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学术史述评一 后现代文学批评的主要对象二 后现代批评中存在的若干问题三 走出理论与语境的纠葛
导论 后现代语境中的文学叙事问题一 “中国后现代”：一个争议不休的难题二 从文化叙事到文学叙
事第一章中国后现代语境的生成第一节 中国后现代文学叙事的社会语境一 后现代的全球图景二 自体
生发的后现代性第二节 后现代理论的引入与生成一 西方后现代理论的引入二 后现代之争与“中国问
题”第三节 变动中的文学语境一 文学场的动荡与转型二 观念纵横的年代小结 体验与观念并行第二章 
中国后现代文学叙事景观第一节 后现代文学观念的建立一 美丑倒置原则二 从“自由之我”到“叙事
之我”三 像游戏一样写作四 重估一切价值第二节 后现代叙事策略的运用一 互文：整体幻象的破碎二 
元叙事：寻找传统的裂缝三 反讽：无所依傍的自我四 重复：话语增殖与真相消隐五 影像：大众文化
的叙事法则第三节 交叉跑动：中国后现代叙事的身份危机一 潘军：在先锋与媚俗之间二 李冯：从独
语到合奏三 徐坤：自我消解的狂欢小结 暖昧与游移的叙事第三章 中国后现代文学叙事的文化矛盾第
一节 无法躲避的崇高：日常生活的诗学困境一 日常生活的叙事逻辑二 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从群众
到个人再到大众的身份演变三 无法躲避的崇高第二节 反叛与回归：“代”的时间焦虑一 你为谁辩护
：从断裂问卷谈起二 “代”的生存法则三 中国后现代文学叙事的身份诉求第三节 对抗与和解：余华
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一 先锋的叙事逻辑二 不变的先锋三 谁在先锋的视野中第四节 不可倚靠的语言：
中国后现代文学叙事的美学危机一 无望的语言二 叙述中的语言三 时代语境中的语言表达第五节 “叙
事中的肉体激进主义”：身体的指示功能一 叙事中的身体二 为关人塑形三 双重视阈：先锋性与大众
性四 身体的后现代缺陷小结 徘徊于先锋与大众之间第四章 中国后现代文学叙事的历史境遇第一节 历
史张力的消失一 当“纯文学”已成往事二 你对谁反叛？
三 “狡兔三窟”的窘境第二节 无法把握的当下一 “私人化”：一个可疑的承诺二 “另类”：不可承
受之轻三 循环：二元对立之再生小结 我们还需要文学吗？
余论 一切仍在进行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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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论在中国具体运用的开始并至今不衰。
陈晓明、王宁等批评家堪称其中的先锋性代表。
其次，除了对先锋派的创作进行后现代批评外，学界对1990年代以来尤其是新生代的文学创作进行后
现代的解读是中国后现代批评话语中另一重要部分。
　　。
先锋派的“先锋性”在1980年代末走向衰退，这既与1980年代后期来自港台的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对
中国大地的巨大影响有关，也和中国政治经济在20世纪末的转型分不开。
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在其自身。
先锋派创作耽于形式、沉迷于话语游戏和对传统文学的颠覆与解构，这样创作出的连文学工作者尚且
读来难度重重的作品，又怎么可能得到广大阅读水平和欣赏水平均参差不齐的读者的厚爱呢？
读者的流失以及社会体制对先锋派的收容最终使得中国的先锋派走上了先锋的老路：英勇的创立者理
应完成的不同凡响的预言式决裂举动，却努力地为消解开始阶段的英雄和英雄主义创造必要的条件。
　　不容忽视，尽管先锋派的创作开始了转轨，但后现代思潮对中国的影响却越来越广泛。
对新写实、痞子文学、新生代以及美女作家、网络文学、1980年代生作家的作品充斥着后现代的文学
批评，其中又以新写实和新生代的作品为主要批评对象。
新写实的创作当中有一些因素与后现代主义有关。
这里所说的“后现代主义”，主要是一种风格、一种思维方式，比如说在新写实作品中写作对象的生
活方式和看待世界的态度，对父辈形象的颠覆，对传统和历史的解构，边缘人群的“个性化”生活方
式以及对琐碎生活的无奈书写。
这种人物的生存状态与西方20世纪五六十年代蔓延的颓废情绪和价值观的游移有一致之处，也和后现
代主义思潮对中心的解构有互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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