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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超平生治学，涉及中国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以及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的诸多领域。
他特别专注于文学的历史描写与叙述，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论批评的宽阔层面着力尤多，发掘尤深。
文超学术视野开阔，对于复杂的文学现象有独到的把握能力。
因此，他不仅能从细微处见深刻，又能从总体上把握文学的历史走向。
由于他的这种开合自如的穿透与审视，一些极为复杂的文学现象，他均能以简括出之。
如他说，任何时代的文学批评都是一个关于意义的故事，意义对于批评而言是一个永远的诱惑（见《
意义的诱惑——前言》）。
就是这样，他把别人要用很多笔墨予以解释的问题，用平常的方式表达了出来。
我常说过，浅薄的批评家往往会把简单的问题弄得人如坠五里雾中，而成熟的学者则有能力化复杂为
单纯。
在这点上，文超是臻于成熟了。
写作《1903：前夜的涌动》的时候，文超开始探究新文学运动的初始。
他拨开迷雾，把目光投放于起于青萍之末的微风。
他发现，中国的“现代性”追求并不是始于“五四”，而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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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程文超文存1-8（套装全8册）》为套装，分为8本。
《意义的诱惑——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当代转型》：作者平生治学，《意义的诱惑——中国文学批评
话语的当代转型》涉及中国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以及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的诸多领域，
特别专注于文学的历史描写与叙述，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论批评的宽阔层面着力尤多，发掘尤深。
作者学术视野开阔，对于复杂的文学现象有独到的把握能力，不仅能从细微处见深刻，而且能从总体
上把握文学的历史走向。
由于他的这种开阖自如的穿透与审视，一些极为复杂的文学现象，他均能以简括出之。
如他说，任何时代的文学批评都是一个关于意义的故事，意义对于批评而言是一个永远的诱惑。
就是这样，他把别人要用很多笔墨予以解释的问题，用平常的方式表达了出来。
　　在《一九0三：前夜的涌动》中，作者探究新文学运动的初始。
他发现，中国的“现代性”追求并非始于“五四”，而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就开始了。
他说，“我震惊于中国文化选择与建构的艰难性，在世纪初的仁人志士的英名与成就的背后，我看到
了他们的奋斗与挣扎”.作者立足于中国文化乡土的丰富性与独特性，考察了中国文学的历史与现状.
对于中国“现代性”的探求是他治学生涯中始终坚持的题目，他关注中国现代性的发生和处境，精辟
地指出，在现代性的内部，在其孕育之初，就已生长着与其对抗的力量；在现代性的外部，一开始就
有反抗的声音。
正是这一切，使中国文学在追求中充满了辛酸与血泪。
　　在《醒来以后的梦——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现代性问题》中，作者沿着新文学诞生前的体认与发
现，步步进逼，探讨现代性在中国这一特殊环境的命运。
他把现代性在中国的现实处境，称之为　“醒来以后的梦”，以充分理性的态度，探讨这一“舶来品
”在乡土中国的特有形态与流变，正确地揭示了中国式的现代性的内核与外延，那就是“民族主义与
启蒙理性”二位一体的运行。
　　作者在《欲望的重新叙述——20世纪中国的文学叙事与文艺精神》中系统地探讨了现代性遭遇中
国的特殊语境的同时，时刻也没有忘记眼下文学的发展，他把关注当今文学批评的精神及其成果，适
时地转移到对当代文学叙事现状的探秘。
在这方面，他充分发挥了自己在叙事学理论方面以及熟谙中国当代文学历史方面的长处，以对于欲望
的重新叙述为起点，把对于当代文学的关注点引导到对于叙事历史的考量上，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叙事
和文艺精神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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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程文超教授，（1955-2004），我国现当代文学领域著名的学者与评论家，著有各类研究文字计200余
万字，是一宗很有价值的学术遗产，在学术界有着广泛和持久的影响。
《程文超文存》编人了现今收集到的作者的主要著述，包括专著、论文、书评、随笔、散文与笔记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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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意义的诱惑》目录：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索《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总序前言第一章 “神
性”的隐退与他者的显现一在神性与“他者”的空间地带二误读：时间转化为空间三80年代批评的双
重冲动第二章 在历时／共时的他者话语里奔突的中国“人”一坛子打开之后二独特历史语境里走出的
“人”三感性生命：魔鬼与天使的产儿四个体发展与“绝对命令”五理性：西学东渐的历程六通往自
由之路第三章 裂缝的张力：面对“需要修补的世界”一又见现代主义：对人道主义的战略策反姿态二
犹豫的放逐：这里的“酒神”与“生命之流”三填塞式掏空：面对人与世界的意义四“范式”革命的
时分：道不尽的与走不出的五重新咀嚼《野草》的悲凉第四章 在追寻中躲避“无法修补的世界”一无
垂无钓的“垂钓”二话语欲望与策略三“逃离”焦虑后的“失语”四历史与平面：批评家叙述的故事
五叙述“叙述圈套”时的圈套六能指滑动与滑动能指第五章 文化重建：走向21世纪的文学批评一无法
被话语宰割的大地二“走向世界”的迷雾三超越“中国结”四寻找被流放的“边缘”第六章 模糊思维
：东方智慧之光一福柯们的困境二模糊：超越理性／非理性三“非善性”发现：辉煌地走向反面四人
生、老虎与草莓五罗丹之思与庄生之梦参考文献后记《一九0三：前夜的涌动》目录：小引第一章 梁
启超：落伍者的超前追问一 回到那次“跨出”二 眼界一变又一变之后三 梁启超与“五四”第二章 章
太炎：真俗之间的道德情怀一 “革命”与“学问”二 道德与秩序三 过程与终极第三章 苏曼殊：面对
人生的苦难与诱惑一 《惨世界》的“乱添乱造”二 走向“潭影疏钟”三 两种诱惑之间四 “剪裁”的
尴尬．第四章 王国维：20世纪的另一思想源头一 把“玉”叙述为“欲”之后二 现代性与人生问题三 
“人间”的文学话语⋯⋯《醒来以来的的梦》目录：引言一 现代性与中国的现代性二 未竟的事业三 
我们的姿态第一编 走向“新时期”的历史轨迹第一章 醒来的“现代性”第一节 “边缘”的崛起第二
节 从重“私欲”到“开民智”第三节 无可回避的总主题第四节 桐城派的悲凉第二章 “长城”变奏曲
第一节 “创造个新鲜的太阳”第二节 从“阶级”到“国防”第三节 “残花”开过之后第三章 “民族
”与“阶级”的话语转换⋯⋯《欲望的重新叙述》目录：前言引论 欲望叙述与当下文化难题第一节 
欲望叙述与东西方文明第二节 意义的敞亮：欲望作为一个故事第三节 从西方到东方：当代中国的文
化难题第四节 本书章节安排第一章 肉身的觉醒第一节 天理／人欲锁链的断裂声第二节 “私”与“欲
”：19世纪的声音第三节 从“民”到“人”第二章 天理：从营建到坍塌的历程第一节．“仁”与“性
”第二节 “游”与“至乐”第三节 苦集灭道与心性第四节 “人欲”的辨析与“天理”的营建第五节 
心、禅、欲第三章 理性：面对欲望的双重功能。
第一节 理性话语在中国的进入⋯⋯《中国当代小说叙事演变史》《寻找一种谈论方式》《反叛之路》
《打捞欢乐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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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神性”的隐退与他者的显现当文学批评终于在自己的历史上再次看到一个世界格局的时候，
它无疑面对一个强有力的“他者”——西方文学理论批评。
这时的文学批评便站在了这样一个“点”上：在纵轴上，它面对着自己的传统；在横轴线上，面对着
他者的话语。
而在它的前面，则是中国当下的、隐藏着历史的现实人生与文学艺术。
这个“点”，不是直线上的某个点，而是错综复杂网络中的一个结。
因而，它所面对的不是处于人们通常习惯表述的“一端”、“另一端”这种方位，而是网络里的各个
不同因素。
当我们考察“文革”后文学批评与他者的关系的时候，便不能不考虑到这张网。
这既有利于我们看到“文革”后文学批评是作为“网”中的一个“点”与“他者”发生关系的，又有
助于我们了解“他者”是如何并以何种面目进入这张网的。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西方文学批评早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已进入后现代主义话语，
而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文学批评作为一个“自我”在从“他者”里寻求确立、寻求改造、寻求建
设时，眼中的“他者”不是在共时中存在的后现代主义，而是历时上的现代主义。
更有意思的是，当我们深入进去时，发现所谓“现代主义”在当时的文学批评中某种程度上也只是一
个新词语，作用于批评的真正的‘‘他者”，是西方18世纪以降的理性精神。
在空间轴上，中国人勇敢地取石他山，在时间轴上却“舍”近求远。
复杂的是，“近”又并非完全“舍”去，尽管只是词语等意义上的存在，它毕竟以某种面目出场，这
给它在“网”中的“地位”变化提供了前提和合理性。
西方文学批评这个“他者”便在“文革”后文学批评这个“自我”中同时以两种面目出现着：18世纪
的理性精神；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主义。
中国“文革”后的文学批评，便是这样一种具有张力的运作。
关于“朦胧诗”的批评，是我们研究这种“具有张力运作”起始状态的重要对象，对于我们理解“文
革”后文学批评走向有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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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也是我生命的搏斗过程。
提笔写后记时，我所感到欣慰的，不只是书稿的完成，更是我生命搏斗的胜利。
这本书的资料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去年4月，写作刚要启动的时候，我住院了。
手术、治疗，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
从4月到11月，整整8个月，我一直在与医院和药物打交道。
为了打发病中痛苦而无聊的时光，我在医院也看看资料，想想本书的写作。
偶尔，也溜回家在键盘上敲几下。
8个月下来，我居然敲出了本书最初的四万多字。
字数不多，我却十分珍惜。
它既是我战胜病魔的力量，也是我病中心血的一小块儿结晶。
没有想到的是，刚刚出院，电脑出了点毛病。
我请一个朋友来帮忙，一个键敲下去，那四万多字从电脑里跑得无影无踪，再请多少名师高手，都无
法找回来。
只得一切从头开始。
而恢复过程中的身体，时时迫使我放慢乃至暂时停下写作的脚步。
因而我的写作速度整一个老牛拉破车。
又是8个月过去了。
这8个月，除了日常的教学工作，我主要在与20世纪初的伟人与凡人们打着交道。
我所做的，不只是作为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进行研究，而首先是与他们进行生命与生命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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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程文超文存1-8(套装全8册)》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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