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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新世纪文学的反思与建构》是对新世纪文学概念的生成、内涵和演变，进行研究探讨，并就原
创性缺失，经典化问题，体制和作家身份问题，以及其核心的新生活现代性问题，进行进一步研究。
在第二部分，主要是对新世纪诗歌的特征的分析，既有对消费主义渗透入诗歌的警惕，又有对新世纪
底层诗歌写作的反思，而对新世纪诗歌出现的新十四行诗、以及史诗化倾向、与传统的结合等问题，
也进行了研究。
在第三部分，则通过余华的小说《兄弟》，赵德发的《双手合十》等作品，探讨新世纪小说的民族国
家想象问题，以及内在逻辑的悖论。
第四部分，则通过对新世纪文学影视代表作品的分析，探讨几种叙事机制在影像中的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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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房伟，文学博士，副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山东文艺评论家协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山东艺术学院特聘研究员，山东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曾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
》、《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诗刊》、《山花》、《人民日报》等发表文艺理论、文艺
批评及诗歌、小说计130余万字，作品曾被《新华文摘》、《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等刊物转载，著
有《批评的表情》、《文化悖论与文学创新》等学术著作，并著有历史专著《屠刀下的花季——南
京1937》、长篇新历史主义小说《屠宰场的潘金莲》等。
曾获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奖，国家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第19届世界诗人大会铜奖等，曾任山东省社
会科学院文学艺术研究室副主任，现执教于山东师范大学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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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放眼新世纪以来的文化环境，就象征资本而言，我们首先感受到了诗歌作为文学权力话语
，在文学场域内部和社会场域中的双重衰落和危机。
这种危机，并非只针对中国，而是世界性的。
诗歌富有神秘性和抒情性，因此也最容易被前现代文明看作话语资本符号，而在现代社会，对文字符
号的首位要求，就是现代性，特别是以国家民族宏大叙事、启蒙叙事为标志的抽象理性。
因此，小说作为更能代表“叙事”的文体，也具有了诗歌所不具备的现代性因素。
小说也就必然演变成为现代性神话对认识、教育、审美等多重文艺功能的更有力载体，特别是再现社
会真实、指导人们生活。
因此，虽然五四新文学开始自新诗，但影响大的还是小说，梁启超甚至认为，小说具有可以“新民”
的政治功能。
例如，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开始便声称：“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
何以故？
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这种支配力，便是意识形态对小说体裁的叙事性的青睐。
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小说的这种文艺功能，又逐渐让位于影视、网络等新的传播方式——这也意
味着诗歌的象征资本的权力更为衰落。
 然而，一般而言，作为曾经的文学经典化体裁，诗歌依然可以在精英阶层和大学等文化机构中，占有
重要的话语权力。
而中国问题的复杂在于，当主流意识形态与消费主义结盟之后，对诗歌的压迫，就不仅仅来自文学内
部和社会的物质发展，而是一种“过量压抑”。
一方面，诗歌的表述，依然被意识形态认为有突破禁忌的可能，从而严加防范；另一方面，脆弱的中
国诗歌，却有着太多富有文学野心的三流诗人。
当他们在野心的驱使下，试图绕过意识形态表达自己的话语权力的时候，“废话”、“口水”、“下
半身”、“梨花体”，便成了无法选择的话语策略。
只有如此，他们才能在许可的范围内，在消费机制中寻找到价值增值的敏感点，以及话语符号的关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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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新世纪文学的反思与建构》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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