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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选取现代性这个视角进入文学研究，本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其最初的源起却是因为我的老师和
学术界朋友的反对。
大家都认为自十年前学术界提起这个话题，至今仍未能有所进展，甚至在一些核心概念上也纠缠不清
，因而这种研究应当慎之又慎。
　　我以为，学问有冷和热两种。
冷学问通常是在那种冷门的、偏僻的学术角落发掘极有价值的学术资源并加以研究，做出有开创性意
义的学术新见，这类学问远有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近有孟二冬的《登科纪考补正》；热学问则
是每个时代学术界活跃着的学术关键词，它受到当时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甚至引起激烈论争，这些学问
有的随着时间推移而被人们忘却了，有一些因其独特的学术价值被载入学术史。
现代性这个关键词属于后者，它在当前引起了哲学、社会学、文学和文化学等领域学者的关注，如现
代性理论家齐格蒙特·鲍曼的著作目前已有中译本十余种，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性研究译丛”也已持
续六年多，译作达二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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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鹏林，湖北黄冈人，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任教于湖北师范大学中文系。
已出版和即将出版的专著有《现代性的秩序》等；与北京大学中文系王岳川教授共同主编“文学现代
性与审美现代性丛书”；在《学术研究》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近4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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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现代性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产生的一个核心概念，自从波德莱尔创造性地使用了这个词
汇之后，随之在哲学、社会学以及文学艺术等各种场域中获得了其丰富的含义，尤其是在齐美尔、韦
伯、利奥塔、福柯、哈贝马斯、鲍曼、詹姆逊、吉登斯、泰勒、贝克等人文社会科学界的著名理论家
对现代性作了重新阐释之后，现代性这个颇能引起学术界关注的范畴变得更加迷离而诱人。
　　一 平面的现代性　　现代性这个多义的、具有极大理论穿透力的范畴无疑起源于欧洲文化的历史
进程中，从11世纪拉丁语中的“modernitas”到18世纪法语中的“modernite”，其含义不断变化着、丰
富着，甚至渗透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
正如周宪和许钧在商务印书馆“现代性研究译丛”的总序中所指出的，现代性一般可以作为四种的不
同的概念：历史分期的概念、社会学概念、文化或美学概念、心理学概念。
　　现代性在历史分期层面上，主要是指历史的断裂以及当前历史的现时性。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沃勒斯坦的“所知世界终结论”，直指历史的断裂和现代性的终结；丹尼尔
·贝尔认为西方已经从工业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以此作为历史发展的界限，并以之标明现代性与后
现代性的分界；在接受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中将西方资本主义分为早期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
和晚期资本主义三个历史阶段的思想之后，詹姆逊则提出在文化上与其对应的应该是现实主义、现代
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并且分别认定了三个阶段在创作和理论上的代表。
现实主义的有巴尔扎克、司汤达、德莱塞和卢卡契等，现代主义的有马拉美、艾略特、普鲁斯特、乔
伊斯、毕加索、蒙克和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神话原型批评等，后现代主义则是品钦
、昆德拉和解构主义、新实用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等。
不论他们将历史看作是一种断裂或终结，还是对之进行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历史分期以及文化上
的定位，现代（modern）都是一个核心词汇，前现代（pre-modern）和后现代（post-modern）都只是
围绕着现代进行的一种历史的质的分期，且用现代性（modernity）这种特质来表述这种不断变化的历
史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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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学现代性》主要探讨了西方和中国的现代性基本理论问题，并试图建构文学现代性的基本理论框
架，主要从文学理论的现代性、文学观念的现代性转换和文学秩序的现代性建构三个层次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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