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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庆祝的博士论文即将发表，他约我写序，从什么角度切入呢？
我踌躇。
　　庆祝在硕士阶段读的是文艺学，理论是他的专攻，博士阶段转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来，在我的
名下，但理论的探索依旧是他的方向，因此，他做关于文论的题目就十分自然了。
　　由于他这篇论文关涉文论，这使我想到了一些有关文论的问题，或许可以借这篇小序稍微申说一
下。
　　所谓文论，当然是指关于文学的基本理论。
记得大学时读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好像觉得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学理论之类的基本问
题已经弄清楚了，可这些问题现在却又重新成了问题，变得面目模糊了。
这好像并非我一人的感觉，不少学人似乎都有同感。
什么原因呢？
我想大概可以作两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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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九十年代中国文论转型：接受研究的视角》选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文论发展中的热点问题
——文学的本质、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边界、中国文论的身份，对它们进行深度的挖掘，讨论了二
十世纪最后十年间中国文论演化或日“转型”的过程，并将自身置于历时与共时的坐标中。
在历时轴上，顾及八十年代甚至此前的中国文论；在共时轴上，紧密联系同一时期的西方文论，通过
比较的视角，用自己的观点，论述这一“转型”并构建它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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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庆祝，安徽泗县人，副教授，现任教于东莞理工学院。
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获文艺学硕士学位、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学位。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员，主要从事文学理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文化理论研究。
先后在《文艺研究》、《文艺争鸣》、《当代文坛》、《外国美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十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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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第一章 解构与建构、接受与利用——90年代文论转型的话语策略第一节 90年代文论转型的思想背景
一、“转型”与“范式革命二、“现代性”终结?三、“反思的审慎的现代性第二节 90年代文论转型
的生成语境一、90年代的社会和文化的“转型”二、90年代的文学转型三、审美主义文论的困境第三
节 90年代文论转型的话语策略一、现代文论的生成路径二、90年代文论的话语策略第四节 文化接受中
的阐释和接受研究的方法一、文化阅读中的阐释及客观性二、文化接受的分类第二章 文学本质的播散
第一节 后现代在中国及其对文论本质问题的影响一、貌合神离的复数后现代主义二、选择的意义：我
们需要何种“后现代”?第二节 后现代语境中的“世界文学一、“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的前设目标?
二、回到原典：歌德和马克思的“世界文学”的内涵三、差异性与“世界文学四、全球化时代的文学
／文化交流第三节 解读审美型文论：一个后现代的视角一、话语中心：真实／幻象?二、审美型文论
的有限性第四节 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话语选择一、关于“文学的本质”问题的争论与对话二、反
本质主义能走多远?三、视角主义与有限本质论：文学理论选择的可能性第三章 松动的边界——文化
研究的兴起及文化批评对审美批评的挑战第一节 意味深长的“边界”之争一、盟友的出位二、文化研
究与文艺学之争：从几个相关概念谈起三、简短的评价第二节 文化批评对审美批评的补充和拓展一、
文化批评的政治性诉求二、文化批评的大众化转向第三节 大众文化的中国形态与文化研究一、西方对
“大众文化”的界说二、大众文化的中国变体及大众文化研究三、中国的文化研究的限度第四章 中国
文论身份的想象性建构第一节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身份建构一、“身份／认同”释义二、文化身份
／文化认同为何成为一个“问题”?三、全球化时代文化身份的建构逻辑四、90年代的中国文化身份／
文化认同问题第二节 “失语”与“转换”：中国文论身份的建构努力一、“失语”的诊断及对诊断的
质疑二、“失语症”的医治：“转换”与反驳第三节 文论功能：文论身份建构的逻辑起点一、文论何
为?二、90年代文论的功能缺失三、“转换”中的错位四、文论身份建构的几点反思结语：文论转型、
学术论争与共同话语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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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90年代的文学转型　　按照前文对90年代转型文论“反思的审慎的现代性”的定位，“现代
性”也可以成为考察与文论转型相关的90年代文学的一个关键词。
在西方社会，“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而文学是形塑现代民族国家、构建
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最早也是最有力的媒介。
在20世纪的中国，“现代性”也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主要话题，而文学的“民族／国家叙事”的变化则
反向地折射了文学中“现代性”的变迁。
因此，90年代各类文学中“民族／国家叙事”的变化成为我们考察90年代文学转型的一个途径。
　　按照一种通常的构成性分类，文学可以分为主流文学、精英文学、大众文学。
从80年代到90年代，这三类文学中的“民族／国家叙事”显示了不同的变化轨迹。
　　主流文学是国家权威意志和利益、国家正统意识形态在文学上的代表，是“民族／国家叙事”的
主要承担者。
在80年代的文学格局中，主流文学一度处于绝对主导的位置，这从80年代的各种文学思潮命名（伤痕
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中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即可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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