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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这一代人怎么也绕不过去五四的。
那段历史还不到百年，可是已经模糊不清，许多往事已被悬置在学院的话语里。
一种是静静的学理的演绎，一种是带着生命体验的思考，那些存在早已变成碎片闪现在不同的群落。
我总觉得五四的文化对今人有着隔膜的地方，我们现在已不易理解那时候的语境了。
学院派的研究虽已很多，但多是学理层面的思考，似乎与当下的生命体验没有关系，那就真的不易走
进那代人的心里了。
我读到姜异新的论著，被一些段落吸引了，觉得这是用生命书写的文字。
她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戊戌维新、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有80年代新启蒙这三次启蒙运动的把握带
有复杂的心绪，对启蒙主体精神的嬗变、启蒙策略的缘起与调整、启蒙话语的奠基与流变等进行了极
具纵深感的文化比较。
作者首先对“启蒙”这一词汇追根溯源，从中发现中西思维方式源头上的差异，然后将中西启蒙运动
视为两种不同的动态过程，大胆破除各自的启蒙神话，最终从人类主义的高度总结出启蒙的本质乃是
一种自主质疑式的辩证思维方式。
她以此为方法切入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三次革新高潮，从中探究其现代转型的内在理路，特别对经
典作家作品的个案进行细致的个性化解读。
然而，她又不断地警惕自己会陷入自我设置的话语圈套，又以文学情感和审美的思维回切抽象的启蒙
运动，从中挖掘出二者一系列内在性的多重关系。
我知道，质疑的力量已经使她在打量任何历史现象时都不断地解构和否定自我。
这种对思想史与文学史的互动把握是有独到的学术眼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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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论著以“自主质疑式”的启蒙辩证思维来观照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戊戌维新、五四新文化运动
、80年代新启蒙这三次启蒙高潮，尝试用慢镜头的方式聚焦并放大中国文学现代转型参与启蒙的内部
思维过程，对二者之间的互动共生，展开宏观跳跃式史论和微观切片式的比较研究。
期间结合主流启蒙话语的流变、多样启蒙形态辨析和经典文学文本个案解读，作家群落分析，分别从
求同的思想史与求异的文学史视野论证了启蒙与文学应彼此沟通，互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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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姜异新，女，北京鲁迅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曾获第四十一批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奖。
2007年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东亚系做访问学者一年。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鲁迅与同时代人研究。
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鲁迅研究月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理论研究
》、《中国图书评论》、《博览群书》、《书屋》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文化随笔六十余篇，多篇被
《新华文摘》、《高校教育文摘》、《读书文摘》全文转载，参与国家课题四项，参编《鲁迅年谱》
、《鲁迅译文全集》，合著《最后的浪漫——20世纪90年代文学研究》等著作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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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比如：孔子看重人的尊严和价值的观念，“无所为而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三人行，必
有我师”都是对个人自主权和话语权的尊重；而老子的“无为”则是以天道自然法则对人性欲望膨胀
的解构，对天赋人生、本色善美的还原。
胡适就曾说过：“每逢中国陷入非理性、迷信、出世思想——这在中国很长的历史上确有过好几次—
—总是靠孔子的人本主义，靠老子和道家的自然主义，或者靠自然主义、人本主义的合力，努力把这
个民族从昏睡里救醒。
”自主就是尊重自我为人的尊严，顺应自然规律又是对自我的约束，二者的合力的确隐含着启蒙的辩
证思维方式。
所以，总结启蒙的本质，其落脚点必然也必须是全人类的精神文明，这也是启蒙辩证思维具有普遍性
的原因。
它内在的开放性，流动性和不断同具体、个别、特殊经验相结合的自由能动性，使其不断在个别事物
中为自己开辟道路，让个别性永远葆有否定自我、实现自我的激情。
这种自主质疑式的启蒙辩证思维在中西方历史进程中的获取，都不是孤立封闭的，而是多种文化互相
参照、碰撞的结果。
互为方法的启蒙与文学文学也是人类打量世界，与之建立联结的一种独特方式，有着与思想哲学不同
的诗学逻辑。
在追求独立创造性这一点上，需要自主质疑的启蒙思维为之不断注入生命与活力。
作为自主质疑思维方式的启蒙，既是思想史与文学史的事件，又是沟通彼此的灵感。
如果说文学史是情感的历史，思想史是思索问题的历史，那么二者之间的互动就是古往今来的人们怎
么想、想什么与如何表达之间的关系。
思想史往往把历史抽象得简单而有秩可循，而文学却能以其具体、感性、个人化的特征来沟通心灵，
共同感受永恒的心跳，甚至可以实现与逝去的人进行生命的对话，从而消弭时空隔阂和思想史的遥远
陌生感。
因此，可以说思想史是求同的，而文学史是求异的。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文学似乎是材料和文献，记录和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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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稿的写作过程既可以说是艰苦，也可以说是懒散，但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历经了一场心灵的搏斗。
从确定写三次启蒙运动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这个宏大的题目到最终成书面世，窗外的人间风景变幻
了八年的花谢花开。
回首旧日时光，人们一般喜欢这样感叹——人生能有几个八年啊！
我的青春就这样在寂寞中逝去了。
还好，这个题目对我的磨炼，就是减少了多愁善感的文人气，留下了更多冷静的思索——时间一定要
有意义吗？
也许它从来就没有流动过。
很多学者最初听到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时，都被吓倒了——题目太大！
一次启蒙就够你写的。
如果说一开始是无知无畏，那么接下来就不得不是迎难而上，最后简直就是九死一生了。
所以，我首先要感谢导师姜振昌先生，是他如此信任地为我树立了这样一个终其一生都值得思考下去
的论题，使我此后的生活和学习再也无法和从前一样，使我每一次细微的心灵触动都无法不与此论题
相关。
这决不是一个八年就可以结束的命题，它已经和我的成长纠结在了一起，化为生命相融的血肉。
毫无疑问，这个传统题目承载了过于沉重繁复的历史，描绘如此曲折宏大的历史过程，并加以横向延
展和纵深的比较，一直就不是我的本意，当然也是我力所不能及的。
最吸引我的是将启蒙与文学相连的那个迷人场域，那是有迹可循的心灵过程。
作为打量世界的两种不同的智慧方式，它们有着不一样的生命透视和关注，更有着一样的自由创造的
本质。
或者说，这个题目成了我放下预设立场和概念，重新体验启蒙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培养看见事物原貌
的能力。
当扭转了“如何看”的核心方法，开放地进入具体的历史现象时，孕育在其中的多种可能性开始显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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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互为方法的启蒙与文学:以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三次启蒙高潮为例》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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