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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宋伟编著的《当代社会转型中的文学理论热点问题》抓住社会转型的历史语境，突出文学与文论与其
社会文化语境的关联性并将之作为思考的要点，在社会文化语境与文学及文论的历史关联性中确定有
历史代表性的文学与文论命题，并且在社会转型的历史与现时语境中对这些命题予以论证和求解。
这里涉及史论兼用的问题、社会文化的历史追问问题、文学与文论的理论基点问题、全球化进程中中
国文学与文论的特色开掘问题、文学及文论传统的当下转换问题、文学及文论的现代性问题等。
这些问题，都是当下文学与文论建构的焦点问题，每一步思路展开都富于挑战性与开拓性，每一部成
果的产生都显现着中国学人的学术责任感与社会责任感，都验证着建构中国文学与文论的学术功底与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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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伟，笔名宋一苇，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沈阳市优秀专家，长期从事文学理论、
美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的教学与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先后在
《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近百篇，多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
复印资料》、《高等学校学报文摘》等转载；著有《后理论时代的来临》、《审美视界》等学术专著
；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科研项目4项，参与国家及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十余项；曾
获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吉林省优秀博士论文奖等多个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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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主体的觉醒：新启蒙运动与文学主体性　　社会转型的历史动力学表明，每一次重大的历
史变革或转型，都离不开文化思想领域的波澜壮阔，新思想、新观念、新思潮在推动历史转型过程中
始终具有超前先导的动力学意义。
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初，率先推进的是政治上的思想解放运动。
与此同时，文化上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应运而起，文化知识界一般称之为新启蒙运动。
显然，“新启蒙运动”是基于“现代文化价值尺度”而确立起来的，与从单一政治维度来定位的“思
想解放”有所不同，具有更为广泛的文化现代化视域。
但它们都表明一个新思想、新观念、新思潮的时代已经来临。
　　细查历史，我们应该注意到，“思想解放”与“新启蒙”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既暧昧又复杂。
李陀在回顾80年代时，特别强调细查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于理解当代历史的重要意义。
李陀在访谈中说：“要做历史分析，我以为首先要做的，是回顾80年代‘思想解放’和‘新启蒙’这
两个思想运动，回顾它们之间那些纠缠不清的纠葛和缠绕，它们之间那种相互对立又相互限制的复杂
关系。
现在一些论说80年代的文章，很多都是把这两个思想运动混为一谈，或者是只论其一，好像没有把这
两者加以区分，并且梳理它们的关系的必要。
但是，我觉得这样区分梳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两个思想运动的纠葛关系，对80年代思想发展有
着决定性的影响。
”在此，我们认同李陀的观点，避免将两者混为一体，充分注意到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并试图从中
揭示出社会转型的历史复杂性。
有人认为知识分子与官方意识形态在80年代度过一段历史上少有的蜜月期，两者形成了一种共谋合作
的紧密关系；有人则强调两者之间的对抗冲突，区分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化新启蒙之间的异质性。
思想解放侧重于政治思想方面来描述新时期的文化思想运动，而新启蒙侧重于在更为广泛的文化层面
来表述新时期的时代精神状况；思想解放侧重于从极“左”的思想禁区中挣脱出来，带有明显的现实
政治诉求；而新启蒙则试图在“五四”的传统中汲取新的思想资源，侧重于理想的文化诉求，再度重
申启蒙是一项未竟的事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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