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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陈占彪这部书，我在数年前读过打印稿，留下很深的印象，觉得它视野开阔，取精用宏，颇多新
见，且论述绵密，很有说服力。
近日重新浏览一过，仍感新鲜，不觉过时，确实值得出版。
　　这本书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研究”，重点是研究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是很
有难度的。
作为“研究的研究”，有“双重”的研究对象，既要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作品有全面地了解和深入
地认识，又要具有较宽广的理论视野和较高的理论分析能力，才能把握相关的研究著作，进行科学的
评论和判断。
这对研究者在知识结构、学术识见、文化修养等方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何况现在关于现代文学的研究著作数量极大，简直可说汗牛充栋，更增加了研究的难度。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研究”的难度还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特殊的学术背景。
在中国，文学一直被视是中国传统社会最主要的精神生活方式之一。
中国的现代文学，形成于民族、国家危亡之秋，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研究则更是时代大转
折的精神产物，这使它有很强的现实性与社会性，甚至与现实政治生活密切相关。
因此，进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研究”，需要有更广阔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知识和见解，
要将它放置在一个比较大的学科框架中去观照，放置在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变迁的现实场景中去
思考，而不是就文学谈文学，只有这样的研究，才会合乎理性，才可能有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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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反思与重构》主要适用于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研究的科研人员，包括从事中国现代学术
史研究的专业研究人员，也可供普通高等院校人文学院、系的老师和研究生作为参考用书。
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框架经过了从进化论、阶级观、政治标准、反帝反封建思想框架、理
想的现代化和反思的现代性等多种研究框架的错综衍变。
以此为出发点，对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文学主体性问题、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说以及文学现代
性等若干重大问题，对“20世纪中国文学”论和“重写文学史”观等若干重要文学史观念，对中国古
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统的“当代形态论”以及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
中国化”等若干重要现代批评理论思路，进行了整体性的学术反思与重构，这对深入推进中国现代文
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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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2 学术转型与文化转型的关系　　中西方传统学术史的经验昭告人们：社会思潮和文化走向对学
术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学术转型离不开社会和文化转型。
一般认为，在中国近代以前属于重大历史转折时期或严格地说称之为社会的转型期先后出现过两次：
第一次出现在战国至秦汉之际，这是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型时期；第二次出现在明清之际
，这是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
在西方也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古希腊罗马时期，这是城邦制度由盛及衰的时期；第二次是从中世纪
到文艺复兴时期，这是由古典时代向近现代转型的时期。
从历史时期看，中西方文化转型亦大体同步。
我国的第三次社会、文化转型是从清末民初开始至今，这是从传统社会、文化向近现代社会、文化转
型的时期。
　　关于对“文化”概念的界定，我国学界目前最流行两种用法：（1）从文化所包括的范围出发，
分为大文化和小文化或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
大文化或广义文化包括人类一切创造物，即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小文化或狭义文化则专指精神文化
。
（2）从文化结构的角度出发，把文化分为外层——物质层；里层——心理层或精神层；中间层——
心物结合层或制度层。
习惯的用法即指物质层、制度层、精神层。
本书主要从大文化（或广义文化）与文化结构两种用法相结合的意义上来使用“文化”这一概念；但
为了避免人们通常对“文化”一词大而无当的“过度阐释”，根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转型的特定
情境，对文化转型应赋予其特定内涵。
这具体表现在经济、政治、社会结构和哲学思想等几方面。
其中，经济层面大体对应于大文化或广义文化的物质层，政治和社会结构层面大体对应于大文化或广
义文化的制度层，哲学思想层面大体对应于大文化或广义文化的精神层。
　　学术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文化转型必然会引起学术转型；同时，作为文化构成中的学
术和包含着学术构成的文化，两者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正如地球作为太阳系的重要构成之一，太阳系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地球的变化；但作为太阳系构成中的
地球和包含着地球的太阳系，两者又各自具有其独立的变化轨迹。
因而，从学术构成主要处于文化结构的里层来讲，它主要是指知识、思想、精神等层面，这样，它与
大文化或广义文化中的精神层的关联就最紧密。
一般来说，越靠近文化结构的里层，其对学术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就越大。
而从学术构成自身的独立性来讲，它同样与大文化或广义文化的结构大体上具有异质同构的特点，学
术成果及其影响相当于物化层，学术机制相当于制度层，学术品格、精神、思想相当于内心层。
一般认为，学术文化的物化层和制度层虽对内心层具有制约作用，但学术文化的内心层对学术发展更
具有推动作用。
　　在这一意义上，从文化结构的角度考察经济、政治、社会结构和哲学思想等几方面对学术发展的
影响，一方面，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等物质层和制度层的转型对学术转型产生制约作用，另一方面
，哲学思想等精神层对学术转型又起着更直接的推动作用。
所以，分别从过渡经济学、政治超越、社会结构转型和两极中介哲学等文化转型角度来观照和考察学
术转型，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1）在经济方面，不妨用过渡经济学来说明。
“过渡经济学是一门新兴学科。
它有广义、狭义之分。
广义的过渡经济学包括：对于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转化的研究；从一种经济体制向另一
种经济体制过渡的研究；同一社会形态下经济发展阶段问题的研究。
狭义的过渡经济学是指当今一种世界性大趋势：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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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研究。
”①。
　　从历史的角度看。
过渡经济学最早分别是以前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其基本含义是在特定时期即在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
首先取得胜利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取得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条件下，如何从不充分的资本主义向社
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过渡。
（1）在前苏联时代，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指出，过渡时期既有资本主义成分、部分和因素，也有社
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这是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时期。
作为前苏联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经济学家的布哈林还曾分别于1920年和1926年出版过《过渡时
期经济学》和《论过渡时期的规律性问题》等论著。
他提出通过和平的、渐进的、进化的道路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这种过渡被称之为“长人社会
主义”。
（2）我国大约在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一1952年和1953-1956年两个时期就如何从新民主主义时
期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从理论和实践方面做过比较充分的准备工作。
过渡时期总路线由1952年提出，1953年公布并全面实施。
原定15年时间完成过渡，实际却只花了4年多时间。
因为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造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等偏向，从而造成“穷过渡”。
所以，从过渡经济学兴起的历史背景看，主要是如何实现从市场经济或准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过渡的
问题。
　　从现实的角度看，（1）“西方经济学界对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制度演变的研究，使所谓的‘过
渡经济’正在兴起。
”①事实上，从1990年代初以来，许多国际研究机构纷纷对有关前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的
内在问题和外部因素进行了比较。
其中，最有名的三大成果之一是由英国帕德玛·德塞博士主持完成的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
所的研究项目《走向全球化：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它代表了转型经济比较研究的最新进
展和最高成就。
德塞说：“学术界关于俄罗斯改革分为像J.萨克斯那样的‘休克疗法者’和像我这样的‘渐进主义者
’的争论是围绕改革速度的一个关键维度：稳定能够承担的速度是什么。
”她的结论是，“快速改革并非必然优于产生较小短期性困难从而产生较小倒退风险的不太雄心勃勃
的渐进主义改革。
”②（2）在我国，随着1980年代末期的经济滞缓和政治震荡以及1990年代初期南巡讲话的双重影响、
推动下，我国经济学界亦面临着巨大挑战；而东欧剧变和前苏联解体也将有关社会主义国家“转轨”
或“过渡”问题推到了学术界前沿。
厉无畏把目前经济的“转型”主要概括为三种：①从较低层次的经济发展向较高层次阶段的转变过程
；②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③综合了上述两方面的内容，把转型理解为生产方
式和经济体制的双重转变过程。
④可以说，1990年代以后研究经济过渡问题和20世纪初的前苏联、20世纪中叶的中国刚好相反，主要
是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实现转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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