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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泽厚的思想究竟怎样进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之兴起的历史过程，影响了哪些人对中国现代
文学的重建，以致作为某种贯穿性的基础思想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基本认知结构的？
　　《李泽厚与现代文学史的重写》的第一、第二章完全发挥了作者的学术储备和研究能力，第四章
的某些部分也有不少新见，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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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伟栋，1979年生，黑龙江人，文学博士，现任教于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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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思想史意义上”的李泽厚与“作为当代史一部分”的80年代现代文学 第1章：“启蒙与救亡
”与80年代的文化逻辑 一、李泽厚与八十年代的道路 1.“作为过渡的八十年代” 2.知识分子群体与80
年代文化空间的重建 3.李泽厚的线索 二、“启蒙与救亡”的“文化政治”逻辑 1.“五四”的“文化政
治” 2.“救亡”的意识形态批判 3.何种“五四”？
 三、“现代文学”运动的“文化政治” 1.作为当代史一部分的现代文学 2.现代文学研究的主体 3.“五
四”与“文革”的历史张力 第2章：阴影下的历史重写：从“美学大讨论”到“思想史论” 一、知识
分子改造中的1956年“美学大讨论” 1.历史的转换机制 2.作为主导人物的朱光潜 3.裂隙中的“实践论
” 二、《批判哲学的批判》：主体论与80年代的精神构造 1.“文革”后的主体建构 2.“康德哲学与建
立主体性哲学论纲” 3.主体论与80年代的精神构造 三、《美的历程》：言语的政治与自我的伦理学 四
、“思想史论”：“告别革命”与现代化的“借尸还魂” 第3章：“被压抑的现代文学”与“历史重
评” 一、从“被压抑的现代文学”说起 1.“历史的真实”与“政治正确” 2.文化领导权下的历史阐释
3.批判运动中的现代文学书写 二、“重评”的热潮与现代文学的兴起 1.“致读者”的历史向度 2.“史
料中的真实” 三、“修改”与“新编”：对1979年几本现代文学史的考察 1.教科书的编写 2.“修改”
3.“新编” 第4章：李泽厚与现代化视角下的现代文学书写 一、李泽厚与现代文学的观念 1.80年代现代
文学的叙述框架 2.第三代学者的登场 二、《二十世纪中国（大陆）文艺一瞥》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 1.“现代化的叙事” 2.李泽厚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的主题 三、《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与
“重写文学史” 1.“重写文学史”的缘起和思想逻辑 2.思想成规内部的“突围” 结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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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这块地方比较自由，实际上包括我在内很多是从美学讲哲学。
四人帮垮台后还禁锢得很严，“凡是派”虽然没人相信，但毛泽东讲的话和马列主义的正统理论还占
统治地位。
别的地方要突破是很难的，从美学这个角度比较容易些。
 也就是说在全能主义的社会结构当中，任何事件或是文化活动都会被打上政治化的印记，“与政治无
关”本身，在这样的结构当中也必然会呈现出“去政治化”的态势，它从政治禁锢较薄弱的地带展开
的离心运动，必然会冲击这种政治化的结构本身。
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在这一点上，其实带有着政治策略，美学只是作为一种与政治无关的学术
资源被使用着，其表达和论证的策略和方式，都指向了占统治地位的“毛泽东讲的话和马列主义的正
统理论”。
这也就决定了“美学热”所蕴含的历史转换机制，是以“政治无关”的离心运动来诉诸的，但这一运
动则是有着较为明确的政治想象和历史判断的，对于80年代的知识分子而言，这种方式几乎是最重要
，也是效应最大的。
 1956年以“美的本质”为核心内容的“美学大讨论”最初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策略，直到李泽厚以马克
思的《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的“人化的自然”概念来构建“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这一
美学体系时，才开始松动正统的意识形态美学。
但这一松动并没有着明确的政治意识，而只是在真理的标准下或是合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下进
行的，也就是说，“美学大讨论”在50年代虽然没有政治的干预，但其在“自由讨论”的论争中所产
生的一系列论题，如实践、自然的人化、主体等论题，是经过“文革”的催化，才得以成为历史转换
的思想动力。
以朱光潜为例，我们也可以看到，1960年前后朱光潜也采用了马克思的某些思想，虽然青年马克思的
思想，比如关于异化的观点，在这一阶段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然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美的本质”、“美”、“美感”、“共同美”的讨论，背后所隐藏的
关于主体问题的思考以及个人性的思考，已经为80年代的美学中的主体性问题的探讨开启了不同于正
统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另一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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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李泽厚与现代文学史的"重写"》中李泽厚的思想究竟怎样进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之兴起的历史
过程，影响了哪些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重建，以致作为某种贯穿性的基础思想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
究的基本认知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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