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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现当代小说创作与发展，充分展示了现代人内心的情感困扰和道德焦虑，从20世纪初的国民
性批判，到21世纪初直面人性批判，中国现当代小说的发展动力来自于现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人文内
核。
《文化伦理视阈下的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研究小说中的文化伦理叙事，既可以看到文学与社会的相
互作用，又可以见出伦理价值规约作为一种精神指向，内在地成为小说文本的叙事结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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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艳梅，1971年8月生于吉林省九台市，东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毕业，现为山东理
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学科带头人，山东省作协特约研究员。
近年来，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小说、20世纪中国文艺思潮等课程。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小说，目前已在《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
、《当代文坛》、《东北师大学报》等期刊上发表论文6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项，山东省社科
基金重点课题二项、出版《海派市民小说与现代伦理叙事》、《生态批评》等著作。
曾获“吉林省优秀博士论文奖”，“吉林省社科联合会首届优秀成果奖”，“山东省刘勰文艺评论奖
”，“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科研成果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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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看到，被称之为新儒家代言人的杜维明，其文化立场显然是以传统儒家学说转换为核心的文
化现代化之路，他所思考和阐发的儒学第三期发展以及传统文化的现代重建，不仅体现了民族文化认
同，也带有民族文化重建的理想。
杜维明对儒教中国和儒学思想二者的分野加以细化，指出前者是“以政治化的儒家伦理为主导思想的
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及其在现代文化中各种曲折的表现”。
文化保守主义者认为：儒家传统是能够推动中华民族不断自我更新的重要动力和思想来源，是塑造中
国知识分子人格理想和内在信仰的价值渊源；也是培育中国农民那种坚韧强毅的性格和素质的精神财
富。
儒教中国是“政权化的儒家”，儒家思想则是“以人文理想转化政权的儒家”，二者“既不属于同一
类型的历史现象，又不属于同一层次的价值系统”。
后者代表了儒家之道的“自觉反省，主动地批判地创造人文价值”的真精神。
近现代中国文化的悲惨命运是由儒教中国所导致的“文化全面政治化和政治过程的一体化”的必然恶
果。
因而，儒学的现代转化应是儒家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而批评者多半站在西方文化和自由主义立场，反对传统卷土重来。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界，坚持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少，也愈见可贵。
尽管反思启蒙和反批评基本都在学理层面平心静气地讨论，我们还是感受到了文化立场上的尖锐分歧
，无论是政治民主追求，还是文化理想建构，或者人的关怀，双方的切入点不同，选择的路径不一致
，得出的结论也就难免大相径庭了。
　　说到文化的现代转化，无论是林毓生的传统的“创造性转换”，还是李泽厚的“转换性创造”，
其中都有转换的必然性，只不过一个是以转换为目标，一个以转换为手段。
林毓生的立足点还在传统文化，只是换上了时代的新衣；李泽厚的立足点是现代中国，是旧瓶装上新
酒。
那么，儒家文化去除了其中的政治思想，保留其伦理思想，是否就可以实现这个转换了呢？
在民间社会保留稳定健康的伦理追求，肯定是必要的，不过没有现代公民的自我管理和参与社会管理
的公共理性，仅凭伦理理想就能维系民间社会的正常和有效运转吗？
显然不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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