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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文选（2006-2007）（套装上下册）》分为上、下两卷，详细记录了这一年里
中国文坛发生的重大事件。
全书收录了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传播、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我的&ldquo;巴金阅读史&rdquo;、我
愿小说气势如虹、论短篇小说、王朔为什么令人失望？
重申散文的写作伦理、论&ldquo;80后&rdquo;文字文学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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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册创作文学精品建设和谐文化试论中国古代文论的价值根据&ldquo;合法化&rdquo;论争与认同焦
虑&mdash;&mdash;以文论&ldquo;失语症&rdquo;和新诗&ldquo;西化&rdquo;说为个案体验：中国文学批
评古今贯通的民族特点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传播略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学基础马克思人学思想
的现实意义试论当代美学、文艺学的人文学科回归问题美学与文学理论&mdash;&mdash;对当前几个流
行命题的反思&ldquo;文学性&rdquo;问题与文学本质再认识&mdash;&mdash;以两种&ldquo;文学
性&rdquo;为例在事实与价值之间&mdash;&mdash;文学本质论问题论纲文学理论知识建构中的经验事
实和价值规范文学批评理论的主体间性转向提倡&ldquo;唱反调&rdquo;的文学批评价值多元时代的批
评&mdash;&mdash;对当代批评状况及走向的一个观察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开展&ldquo;新世纪文
学&rdquo;研究新世纪文学的新格局与新课题魔幻化、本土化与民间资源&mdash;&mdash;莫言与文学
批评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本土、文化与阉割美学&mdash;&mdash;评从《废都》到《秦腔》的贾平凹毕
飞宇小说修辞艺术片论从黑夜走向白昼&mdash;&mdash;21世纪初的中国女性诗歌重铸诗歌的&ldquo;历
史想像力&rdquo;一九八四&mdash;&mdash;二00四先锋诗歌整体观战争本质的国族叙事与个人体
验&mdash;&mdash;中国、西方战争文艺&ldquo;历史记忆&rdquo;的差异性&ldquo;革命&rdquo;
与&ldquo;经典&rdquo;何处是归程&mdash;&mdash;&ldquo;新乡土小说&rdquo;论我的&ldquo;巴金阅读
史&rdquo;又一种破坏文化的逻辑&mdash;&mdash;评《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并论近年&ldquo;崇胡
贬鲁&rdquo;之风言情与世情：张爱玲与中国传统人情小说在精神上的内在联系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独立
意识的生成论中国式的城市文学的生成日常生活平庸性的回应&mdash;&mdash;&ldquo;新世纪文
学&rdquo;的一个侧面审美者与游戏人&mdash;&mdash;关于艺术精神的一种诠释组稿：文学书写的无
形之手&mdash;&mdash;以《人民文学》（1949-1966）为中心的考察爱的礼物&mdash;&mdash;论童话的
母题及其功能&ldquo;自反性&rdquo;与&ldquo;互动性&rdquo;&mdash;&mdash;民族文学创作的发展趋势
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下册新世纪中国文学的青春远航新时期三十年文学的回顾与前瞻论人、
文学、文学理论的内在张力文学研究：本质主义，抑或关系主义对文学不是意识形态&ldquo;考
论&rdquo;的考论文学本质界定与唯物史观综合思维与文艺学宏观研究重写文学概论&mdash;&mdash;
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中西文学理论对话中的概念可对应性问题百年疏漏&mdash;&mdash;中国
文学史书写的生态视阈经典的律则&ldquo;五四全盘反传统&rdquo;问题之考辨一个世纪的背
影&mdash;&mdash;中国新诗1977-2000老树新花&mdash;&mdash;读《光明日报》近期发表的诗
词&ldquo;城市&rdquo;和&ldquo;乡村&rdquo;：于坚诗歌的生态寓意未被授权的话语我愿小说气势如虹
小说八条&mdash;&mdash;不谈成绩，只说问题短篇小说，或一些问题论短篇小说日光下的魔
影&mdash;&mdash;《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读后自然：人类的自我救赎&mdash;&mdash;
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论王朔为什么令人失望？
重申散文的写作伦理论汪曾祺散文文体与文章学传统王充闾散文创作审美心理分析论媒介及其对审美-
艺术的意义数字媒介与中国文学的转型被动摇的文学基石&mdash;&mdash;新世纪文学随想网络文学的
民间性论&ldquo;80后&rdquo;文字文学论&ldquo;80后&rdquo;文学的传播分众化特征我们的身体就是社
会的肉身&mdash;&mdash;论&ldquo;身体叙事&rdquo;的文学含义手机给文学带来了什么关注民生促进
和谐建设民族精神家园&mdash;&mdash;2007年度报告文学印象气象开阔境界始深&mdash;&mdash;2007
年度长篇小说印象坚守探索超越&mdash;&mdash;2007年度儿童文学印象回归传统与渐趋自
然&mdash;&mdash;2007年度散文印象精彩纷呈的中国多民族文学&mdash;&mdash;2007年度少数民族文
学印象在沉潜与反思中前行&mdash;&mdash;2007年度文学批评印象生活的质感与虚幻经
验&mdash;&mdash;2007年中国新诗综述时代光影中国记忆&mdash;&mdash;2007年度中短篇小说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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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看上去很美》出来之后，有人根本拒绝承认王朔的变化；有人虽然承认，但不看好这种变化，
认为王朔媚俗了，被招安了。
总之。
都是对王朔的失望。
　　这种失望，恐怕与人们一直以来对王朔的认识有关。
王朔原来在很多人心目中的印象就是一个顽主，一个痞子，一个坏孩子。
但是，王朔真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顽主、痞子、坏孩子吗？
这要通过他的作品来进行分析。
　　王朔自己说，我是写言情起家的。
所以，首先分析一下他的言情小说。
王朔的言情小说里总是有个没心没肺的男主人公，直白点说，就是痞子。
他没心没肺得让女孩无可奈何，可那个纯情得一塌糊涂的女孩就是爱他。
童话里的爱情模式是王子爱公主，王朔的爱情模式就是玉女爱痞子。
正因为大家已经对公主王子这种门当户对的爱情倒了胃口，才会为王朔这种有反差的爱情所吸引。
这就是王朔言情小说成功的秘诀。
如果这个痞子一痞到底，那也没意思了。
他必然是横向上看形痞神不痞，纵向上看最终会良心发现，人格参差错落，行为充满变数，才能把我
们抓住。
好的言情最终必须是悲剧，这点王朔不会不明白，于是，悲剧出现了，出现在女孩子身上，不管何种
形式，总之是被毁了。
不见棺材不落泪，这时候一必须到这时候，痞子才意识到自己对女孩的辜负以及真爱，陷入了深深的
罪与深深的爱。
结局就是：痞子被纯情拉下水了。
痞子加纯情，痞子变纯情，有这么一个对比起伏。
才能吸引读者。
如果一开始就是两个好人相爱，而且爱得一帆风顺，那就没看头了。
这样一解套子，好像很简单，但写起来，无论如何还是有优劣之分，这就见出功力的高低了。
　　王朔无疑是中国当代最会言情的小说家。
不过，这里要分析的是，如果王朔真的是一个痞子，还会写出这么感人的言情小说吗？
我一直不认为王朔是一个坏孩子，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的爱情故事。
王朔在一篇文章中说，崇拜女人是他的文学动因。
以我的可能有点主观的看法，这样的人从本质上来说，是想坏也坏不了，想痞也痞不了的。
言情小说里有王朔的温情，尤其他早期的言情小说，写得非常诚恳，几乎没有后来的那种戏剧化的煽
情。
比如，他写道，石岜这样的痞子，也会感动甚至流泪：&ldquo;吃着吃着我产生了恍惚感，好像从前有
过这么一天，也是这样坐在桌前，安详地吃饭，没有外人。
简直无法从那种感觉中自拔，深深地沉溺了。
&rdquo;　　只要对爱情哪怕还有一点神圣的感觉，就不会是一个真正的痞子。
王朔之所以要把他们打扮成痞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架构爱情故事的需要，要痞，要没心没肺，人物
才会潇洒，故事才会好看。
且看他们，痞了一顿，最后还不是不痞了吗？
没心没肺-场，最后还不是变得有情有义了吗？
过程当中对爱情似乎漫不经心，但最终不还是回归爱情的神圣了吗？
所以，王朔言情小说中的痞子从精神本质上来说并不是真正的痞子，他只是貌似痞子罢了。
　　王朔还有一类重要的小说，就是以痞子、顽主、坏孩子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有论者称为调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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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
被称为痞子文学的，主要就是这类小说。
王朔被公认为最好的小说《动物凶猛》即属此列，那么，不妨来分析一下《动物凶猛》。
　　《动物凶猛》里写了一群坏孩子，他们打架斗殴泡女孩，无恶不作，所谓血色青春。
他们不仅坏。
而且坏得洋洋得意神气活现，正如王朔所写到的，他们在交通指挥台前眉飞色舞地抽着烟，一
副&ldquo;豪踞街头顾盼自雄的倜傥劲儿&rdquo;，&ldquo;目光充满冷漠和轻蔑&rdquo;，令那些在老师
的带领下排队经过这里的&ldquo;规矩的同龄人很有些自惭和惴惴不安&rdquo;。
但是，有着王朔最多的自我投射的男主人公&ldquo;我&rdquo;却并不是他们当中的领袖或典型。
虽然他也参与了一些作恶，但根本上，他是游离于边缘的，是从排队经过这里的队伍里&ldquo;骄傲地
加入进去&rdquo;的，因为那使他在&ldquo;规矩的同龄人&rdquo;面前&ldquo;体会到一种高人一等和不
入俗流的优越感&rdquo;。
荒谬的时代和莫名其妙的青春期，一切都扭曲反常。
做好孩子在圈子里要被嘲笑，大家比着坏，本来不坏也要装坏，而且要坏得老练，否则就不入流，就
要遭唾弃。
&ldquo;我&rdquo;一面似乎对残酷青春毫无惧色，一面却见到民警摆弄手铐就吓哭了。
&ldquo;我&rdquo;看起来非常享受作恶，实际上内心非常痛苦。
所以，强行占有过米兰之后，&ldquo;我&rdquo;毫无得逞之后的快感，而是在游泳池里。
&ldquo;边游边绝望地无声饮泣&rdquo;。
那是为自己无法正常地对待自己的情感，为自己的身不由己而委屈和痛哭。
那是出于某种荒谬的强迫性心理，而强暴了自己心中神圣的东西后的痛苦的毁灭感。
　　一个人坏，却又坏不到底，但却非常清楚自己的坏，这是最痛苦的。
&ldquo;我&rdquo;就是在善恶之间进退失据，一面被一股不由自主的力量挟制着去作恶，另一面心底
又残存着善的反作用力，两股力量的拉锯必然产生或隐或显的痛苦。
哪怕是最轻微最隐晦的痛苦，都将证明其主体最终的向善性，&ldquo;我&rdquo;是如此。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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