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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文选（2008年卷）》收录了2007-2008年全国各主要报刊刊载的比较重要的关
于文学及文学理论的代表性文章，对于全面了解2007-2008年中国文坛的实际状况有很高的价值，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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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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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高举旗帜，科学发展，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文学大发展大繁荣——在中国改革开放文学论坛上的致辞
审美论一语言论一文化论：新时期30年文论发展轨迹新时期文学理论回顾与反思的几个问题——纪念
改革开放三十年选择、激活、对接——以人学问题为例文艺理论：工具性的还是反思性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立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一个侧面现当代西方文论的魅力与局限文学理
论“苏联模式”及其在新时期的价值变迁解构主义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坚持“美学的历史的”标
准的和谐统一——关于艺术批评标准的若干思考反思、调整与超越：21世纪初的女性文学批评中国文
论话语及中西文论对话“感兴”：情感唤起与审美表现形式论四题作为社会存在的艺术作品——马克
思主义艺术生产论再思考大众传播语境下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文学与公共空间学院批评的历史问题与
现实困境新时期文艺：风起云涌30年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三十年的文学演变呼唤优
秀的政治小说关于“底层文学”命名的知识问题“底层写作”：没有完成的讨论关于“底层写作’’
的若干质疑”从“茅奖’’看近年长篇小说得与失：当下长篇创作的“有”和“无重新审视评判长篇
的标准我深爱你的忧愁他们凭什么获鲁迅文学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小说述评“为人生”的小
说与鲁迅创作的基点问题——对一个旧话题的新思考鲁迅的批评观历史开裂处的个人叙述——城乡间
的女性与当代文学中个人意识的悖论青春文学、玄幻文学与盗墓文学——“80后写作”举要散文：从
审美、审丑(亚审丑)到审智——兼谈当代散文理论建构中历史的和逻辑的统论现代散文的公共性与个
人性关于新诗形式问题的思考读《怀念刘少奇诗词选》流逝与追忆——试论王安忆小说的时间形式《
笨花》叙述的革命意义——重读《笨花》及其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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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高举旗帜，科学发展，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文学大发展大繁荣——在中国改革开放文学论坛上的致辞
金炳华为纪念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由中共深圳市委、市政府和中国作家协会共同主办的中国改革
开放文学论坛，今天隆重开幕了。
这次论坛在我国改革开放前沿、三十年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巨大成就的深
圳市举行，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首先，我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向论坛的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
向来自全国的作家、评论家和各位嘉宾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问候！
向长期以来高度重视和关心文化建设和文学事业，对中国作协工作给予大力支持的广东省委、省政府
和深圳市委、市政府以及深圳市委宣传部、市文联等有关部门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深圳市委、市政府和中国作协于2006年9月启动了中国改革开放文学创作工程。
两年多来，我们共同组织了一批批作家到改革开放第一线采访采风、深入生活，激发创作灵感，积累
创作素材；在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工程中特设改革开放文学专题，扶持了一批改革开放题材的重点
作品；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中国作协所属的文学报刊、网站等开辟改革开放文学创作专
栏；同时陆续开展改革开放文学调研、研讨、展览、评奖和评论等一系列活动。
这项文学创作工程已经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涌现了一批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优秀作品。
这次论坛作为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文学创作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总结、研讨改革开放三十
年来我国文学事业的成就和经验，研究分析当前文学创作、评论中提出的新问题新课题，进一步推动
文学事业大发展大繁荣。
这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隆重纪念，也是我们深入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推动社会主义文学
大发展大繁荣的一个具体举措。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引下，文学生产力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
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紧扣时代脉搏、贴近群众生活、反映人民心声，文学创作在题材、体裁、风格等方
面日益多样，作家刨作的艺术手法更加丰富，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
同时，文艺理论与评论也获得了长足发展，成就突出。
文学作品又为影视、动漫等艺术门类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母本，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正在走向世界。
学界呈现出队伍大团结、创作大繁荣、事业大发展的生动局面。
今天同时开幕的“中国改革开放文学成就展”，就是对三十年来文学成就的一次集中展示。
这些成就，是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得到正确贯彻，广大作家和文学
工作者辛勤耕耘、努力工作，社会各界大力支持下取得的。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文学道路，是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深入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继承弘扬中华
文化优秀传统和革命文学传统，吸收和借鉴国外优秀成果，不断开拓视野，实现文学创新，一步一步
走过来的。
改革开放三十年文学发展的历程表明，加强和改善党对文学工作的领导。
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是文学发展繁荣的根本保证；坚持以人为本、为人民写作，是文
学发展繁荣的最终目的；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文学发展繁荣的基本途径；加强作
家队伍建设，是文学发展繁荣的关键环节；遵循文艺规律，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是文学发
展繁荣的强大动力；开展科学健康说理的文学批评，是文学发展繁荣的有力支撑；正确处理普及与提
高的关系，是文学发展繁荣的重要原则；加强对外文学交流，是文学发展繁荣的重要条件。
回首过去，我们无比欣慰；展望未来，我们满怀信心。
我们要认真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文学发展繁荣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进一步增强社会责任
感和历史使命感，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学大发展大繁荣。
党的十七大发出了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号召。
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时代呼唤精品力作，伟大的时代需要文学大家。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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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深入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创作出更多反映人民
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建设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审美论-语言论-文化论：新时期30年文论发展轨迹新时期是对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
国家解放思想，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一历史时期的一个总称。
十年“文革”时期，极“左”思潮横行，文艺被当成政治的附庸和婢女，说成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把“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推到了极端。
新时期的开始，意味着对此前十年“文革”时期的一次告别。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取代了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
在这种情况下，文艺界和其他各界一样进行了反思和重建，经过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终于迎来了文
学理论发展的最好时期。
从20世纪初到本世纪初，文学理论发展的最好时期有两个。
一个是20世纪初30年，以王国维、梁启超和鲁迅为代表，以五四前后文艺思想从传统向现代全面转型
为重点，文论处于现代化的草创时期；一个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到现在的30年，文学理论在新
的形势下又进行了“当代转型”。
这两个时期的共同特点是学术话语开始专业化、学术化，并且都注重从古代和西方两个方向上实现文
论的现代转化和中国转化。
从现在这个基点看来，新时期以来的文论30年虽说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但成绩却是非常显著的，可以
说实现了文学理论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当代转型。
这个“当代转型”可以概括为对话化、学术化和常态化的三个“转变”，即从一家“专政”式的独语
，转变为“百家争鸣”式的对话；从政治话语转变为学科的学术话语；从非常态的中心话语转变为自
主发展的常态话语。
这是对新时期以来的文论当代转型的总体把握。
下面笔者尝试勾勒这30年文论发展的轨迹。
从总体上把握，可以把这30年文论的发展轨迹粗略概括为：从审美论，到语言论，再到文化论。
首先是审美论。
20世纪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以至90年代中期，文学理论的主流是审美论。
虽然就人文学界和人文学科的总体状况而言，美学中的人性论、主体论思想一度流行，并且声势浩大
，但从内在学理而言，文论学科中的审美论则获得更为稳健和长足的发展。
审美论作为80年代文论建设的主流，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对长期以来文论思想过于政治化、机械化的
反拨和调整。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对苏联文论体系的教条化接受，更．由于历史传统的惯性和政治化的思维定式，
文学理论长期中心化、政治化，成为政治斗争和运动的工具，成为政治政策的附庸。
80年代初中期，全国掀起了美学热，以审美的观点来解说文学，成为流行的趋势。
马克思关于“艺术”掌握世界的思想也给大家以启发。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感悟”和“妙悟”理论也成为一种思考的资源。
前苏联美学论争中的审美学派的研究思路是我们的借鉴。
“形象思维”问题和“共同美”的讨论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文学的审美论、审美属性论、审美特征开始出现。
以审美论为核心的种种观点其实是对长期以来的哲学认识论的文学本质论的反拨和调整。
新中国成立以来影响最大、流行最广的观点是“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的反映”，这是从哲学认识论
出发的文学本质论：文学是一种认识，形象性就是文学的本质特征。
人们经过长期的努力和建设，强调文学作为一种无法替代的意识形态，它应该首先在对象和内容上具
有自己的特点。
人们也认识到，只有综合哲学认识论、审美心理学和艺术社会学的方法，从创作的客体与主体、文学
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角度入手，对文学的特征进行把握，才能发现文学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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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终于形成了多数人可以接受的“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和“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的观点
。
“文学艺术是审美的意识形态”和“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的反映”的说法，确认了文学作为一种相
对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应有的独立品格与自身规律。
文学的“审美”论消解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公式，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可以说，正是由于克服了文学本质的政治“从属论”和“工具论”，文学的审美本性得到了澄清，文
学理论经过很长的发展过程，才获得了自己的学科意识，找到了自已的位置。
在这个意义上说，审美意识形态论、审美反映论是新时期以来文论发展的最大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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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文选(2008年卷)》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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