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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编选这本年度批评选时，我和几个朋友同时在酝酿为2008年第1期的《当代作家评论》开设一个
反思20纪世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专栏。
事实上，当下的批评状况是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蜕变的延续，批评正在转型之中。
我在这篇序言里没有可能详细论述这个蜕变的轨迹，但我觉得我这些年编选的年度文学批评，也基本
呈现了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大势。
叙述8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史，以及洞察和揭示文学批评的发展态势，这些艰巨的工作留给学者和批
评家们。
当然我亦有自己的文学批评观，在筛选论文时我的批评观也一览无遗。
所以，我突然觉得，做这样的工作也是自己和文学批评的一种对话。
作为一个选本，无疑是局限的，但总会提供认识文学批评的一种角度。
这也是多年坚持编选年度批评选本的动力。
　　按照这几年编选年度文学批评的体例，今年仍然分成“文学思潮与现象”、“当代作家批评”、
“文学史写作与研究”、“文学对话录”、“现代汉诗研究”和“海外汉学研究”等栏目，但所收论
文不外文学的基本问题与方法、作家作品论（文体论）、文学史写作、当代作家与文学传统的关系等
。
当然，这样的划分不是截然的。
　　近几年来，对文学基本问题的理解再兴波澜，何谓“文学性”是争论的焦点，更早些的关于“纯
文学”的讨论其实也是“文学性”之争。
对文学性的理解作为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不仅关系到文学理论体系的重建，也直接影响到文学史的
写作和文学批评，因为确立什么样的“文学性”决定了文学“经典”的选择和文本解读的方向。
我们都注意到，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文学理论对“文学性”的历史主义的论述已经成为一种趋向
，而与之对应的则是本质主义的“文学性”论述，所以，“文学性”之争大致成为本质主义和非本质
主义之争。
我想，这个争论反映了文学理论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知识谱系的变更，而文学批评的种种现象其实也暗
含了批评者本质主义或者非本质主义的“文学”观。
南帆的《文学研究：本质主义，抑或关系主义》，承接了他前几年的基本思路和观点，他反本质主义
的立场鲜明，提出了“关系主义”的“文学性”以及文学研究的思路，从而解构了形而上学论述中的
本质主义的“文学性”。
当然，现在已经没有可能把某种观点、理论至尊至上，但反本质主义的论述在文学批评中的影响已经
非常强大。
一段时期以来，关于文学的文化研究之争，其实也见出本质主义和非本质主义文学观的差异。
　　在谈到文学研究的知识背景时，无疑必须提到“中国”与“西方”学界的关系，特别是中国现当
代文学研究与海外汉学的关系。
不必说很远，80年代以来，西方的文学理论，西方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国内学界的影响是深远的，
这种影响的正面与负面效应自然而然地出来了。
这几年，学界对海外汉学的批评声音日隆，显示建立学术自主性的迫切。
我个人觉得，建立在对话关系上的批评是必须的；但与此同时，我又认为海外汉学对中国文学研究的
意义仍然是不能低估的。
我这样说并非折中调和，只是强调包容的必要，强调学理的立场总是胜过意气用事的做法。
因此，本书收录了温儒敏《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一文。
这两年，温儒敏的论文常常会发出不同的声音，比如他对文学的文化研究、文学的思想史研究等问题
都提出了有见地的意见。
我自己一直重视对海外汉学研究的译介，这次又选了李欧梵的《光明与黑暗之门——我对夏氏兄弟的
敬意和感激》、王德威研究阎连科的论文以及郭冰茹译刘剑梅的《革命加恋爱：政治与性别身份的互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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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在他的现代文学研究学术史课程中提到的夏、李、王三位，本书都涉及了，也可为认识“海外
汉学”提供几个文本。
　　作家作品论一直是文学批评的主要部分。
在文学史的框架中研究当代作家是学者型批评家的本色，陈晓明《遗忘与召回现代文学传统与当代作
家》、王尧《‘重返八十年代”与当代文学史论述》、程光炜《王安忆与文学史》、吴俊《（人民文
学）与“国家文学”》和洪治纲《多重文体的融会与整合》，都是宏观着眼微观落笔，学院派批评的
分量十足。
孙郁、谢有顺、吴义勤、黄发有、耿占春等人的作家诗人论，张清华论诗歌，都有显著的个人学术特
色。
我还特别要推荐何言宏的《王安忆的精神局限》这篇论文，他的批评为我们认识一个重要作家提供了
另外一种阐释。
批评家这样那样说王安忆，而王安忆又如何说她的同代人，自然是值得我们关心的，王安忆和张新颖
的对话录别开生面，饶有意味。
　　可能有朋友注意到，在我的年度文学批评选本中，我比较多地选用了《当代作家评论》的论文，
这是毋庸讳言的。
我这样做，丝毫没有贬低其他刊物的意思，许多杂志都有一些比较好的论文，我编选时也兼顾到了这
一点。
我想说的是，《当代作家评论》上的这些论文，基本呈现了文学研究中的前沿问题以及国内学者、批
评家研究这些问题的水准。
这固然与杂志的编辑方针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学者、批评家文学批评的意义。
因此，好的批评文章从来不属于一个杂志，就我自己的工作而言，我关注的也是批评本身的价值，在
这个意义上，《当代作家评论》也只是当代文学批评史这根链条上的一个小小的环节。
　　所以，在做了这么多年的编辑以后，我想到了一个杂志的“文化身份”问题。
现在大家比较多的关心作家的文化身份，其实一个杂志也是有自己的文化身份的，这个身份决定了杂
志以什么样的姿态置身于文学活动之中，以什么样的学术理想参与学术生态的建设，以什么样的方式
进行知识生产，以及这个杂志作为中介如何来建立文学批评与文学写作的关系等。
90年代以后，不仅文学杂志格局重组，文学理论批评刊物也已分道扬镳。
纯粹的文学批评刊物所剩无几，文学批评的责任除了学院以外，批评刊物的负担其实是很重的。
换言之，专业的文学批评刊物在文学活动中的状况直接影响到文学批评的建设。
如果要反思文学批评，就不能不反思一份文学批评杂志的得失。
以此观之，我觉得包括《当代作家评论》在内的杂志，应当承担的引领作用远远没有能够发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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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建法，男，汉族，1950年11月出生，福建连江人。
1982年1月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
1982年始一直从事文学理论编辑工作，主要著述有《寻找精灵——文学情感及其他》，译著有《性与
文本的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与赵拓合译)，主编有《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六部、《21世纪
中国文学大系——文学批评》七部、2000—2007《中国最佳中篇小说》七部、2000—2007《中国最佳短
篇小说》七部、“新经典文库” 等数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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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批评的转型文学思潮与现象文学研究：本质主义，抑或关系主义遗忘与召回现代文学传统与当代
作家《人民文学》与“国家文学”——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制度设计影响当下文学精神承担能力的几
个因素多重文体的融会与整合弱势民族文学的影响接受与中国文学的主体建立——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的一个侧面文学史写作与研究“重返八十年代”与当代文学史论述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漫谈文
学史理论的探索和创新——《20世纪中国文学史理论创新丛书》导言当代作家批评王安忆与文学史王
安忆的精神局限日光下的魔影——《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读后革命时代的爱与死——论阎
连科的小说不合时宜的美文——张承志散文论迟子建论说宗璞小说的“本色”创作论短篇小说短篇小
说的写作可能性——以几篇小说为例文学对话录谈话录（五）：同代人灯火阑珊处——与《赤脚医生
万泉和》有关和无关的对话现代汉诗研究价值分裂与美学对峙——世纪之交以来诗歌流向的几个问题
食指与一代人的精神分裂失去象征的日常世界——王小妮近作论海外汉学研究革命加恋爱：政治与性
别身份的互动光明与黑暗之门——我对夏氏兄弟的敬意和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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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文学思潮与现象遗忘与召回现代文学传统与当代作家二、伟大传统的展开与变异：从鲁迅到余华1940
年2月，延安新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当时题为《新民主
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文中对鲁迅做出在当时无疑是石破惊天的评价：“鲁迅是中国
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
、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噜迅在这样的意义上成为一个方向，这个方向不用说就是指引后来的当代文学的传统。
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主流文学史的叙述确认鲁迅给定和规定了中国现代文学传统。
政治化的鲁迅和鲁迅的政治学，实际上也是从现代文学中抽象出一种政治规定，它使当代中国文学力
图在这个规定之下去开创自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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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7年文学批评》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在编选这本年度批评选时，我和几个朋友同时在酝酿为2008年第1期的《当代作家评论》开设一个反
思20纪世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专栏。
事实上，当下的批评状况是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蜕变的延续，批评正在转型之中。
我在这篇序言里没有可能详细论述这个蜕变的轨迹，但我觉得我这些年编选的年度文学批评，也基本
呈现了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大势。
叙述8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史，以及洞察和揭示文学批评的发展态势，这些艰巨的工作留给学者和批
评家们。
当然我亦有自己的文学批评观，在筛选论文时我的批评观也一览无遗。
所以，我突然觉得，做这样的工作也是自己和文学批评的一种对话。
作为一个选本，无疑是局限的，但总会提供认识文学批评的一种角度。
这也是多年坚持编选年度批评选本的动力。
按照这几年编选年度文学批评的体例，今年仍然分成“文学思潮与现象”、“当代作家批评”、“文
学史写作与研究”、“文学对话录”、“现代汉诗研究”和“海外汉学研究”等栏目，但所收论文不
外文学的基本问题与方法、作家作品论（文体论）、文学史写作、当代作家与文学传统的关系等。
当然，这样的划分不是截然的。
近几年来，对文学基本问题的理解再兴波澜，何谓“文学性”是争论的焦点，更早些的关于“纯文学
”的讨论其实也是“文学性”之争。
对文学性的理解作为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不仅关系到文学理论体系的重建，也直接影响到文学史的
写作和文学批评，因为确立什么样的“文学性”决定了文学“经典”的选择和文本解读的方向。
我们都注意到，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文学理论对“文学性”的历史主义的论述已经成为一种趋向
，而与之对应的则是本质主义的“文学性”论述，所以，“文学性”之争大致成为本质主义和非本质
主义之争。
我想，这个争论反映了文学理论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知识谱系的变更，而文学批评的种种现象其实也暗
含了批评者本质主义或者非本质主义的“文学”观。
南帆的《文学研究：本质主义，抑或关系主义》，承接了他前几年的基本思路和观点，他反本质主义
的立场鲜明，提出了“关系主义”的“文学性”以及文学研究的思路，从而解构了形而上学论述中的
本质主义的“文学性”。
当然，现在已经没有可能把某种观点、理论至尊至上，但反本质主义的论述在文学批评中的影响已经
非常强大。
一段时期以来，关于文学的文化研究之争，其实也见出本质主义和非本质主义文学观的差异。
在谈到文学研究的知识背景时，无疑必须提到“中国”与“西方”学界的关系，特别是中国现当代文
学研究与海外汉学的关系。
不必说很远，80年代以来，西方的文学理论，西方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国内学界的影响是深远的，
这种影响的正面与负面效应自然而然地出来了。
这几年，学界对海外汉学的批评声音日隆，显示建立学术自主性的迫切。
我个人觉得，建立在对话关系上的批评是必须的；但与此同时，我又认为海外汉学对中国文学研究的
意义仍然是不能低估的。
我这样说并非折中调和，只是强调包容的必要，强调学理的立场总是胜过意气用事的做法。
因此，《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7年文学批评》收录了温儒敏《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一文。
这两年，温儒敏的论文常常会发出不同的声音，比如他对文学的文化研究、文学的思想史研究等问题
都提出了有见地的意见。
我自己一直重视对海外汉学研究的译介，这次又选了李欧梵的《光明与黑暗之门——我对夏氏兄弟的
敬意和感激》、王德威研究阎连科的论文以及郭冰茹译刘剑梅的《革命加恋爱：政治与性别身份的互
动》。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07年文学批评>>

陈平原在他的现代文学研究学术史课程中提到的夏、李、王三位，《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7年文学
批评》都涉及了，也可为认识“海外汉学”提供几个文本。
作家作品论一直是文学批评的主要部分。
在文学史的框架中研究当代作家是学者型批评家的本色，陈晓明《遗忘与召回现代文学传统与当代作
家》、王尧《‘重返八十年代”与当代文学史论述》、程光炜《王安忆与文学史》、吴俊《（人民文
学）与“国家文学”》和洪治纲《多重文体的融会与整合》，都是宏观着眼微观落笔，学院派批评的
分量十足。
孙郁、谢有顺、吴义勤、黄发有、耿占春等人的作家诗人论，张清华论诗歌，都有显著的个人学术特
色。
我还特别要推荐何言宏的《王安忆的精神局限》这篇论文，他的批评为我们认识一个重要作家提供了
另外一种阐释。
批评家这样那样说王安忆，而王安忆又如何说她的同代人，自然是值得我们关心的，王安忆和张新颖
的对话录别开生面，饶有意味。
可能有朋友注意到，在我的年度文学批评选本中，我比较多地选用了《当代作家评论》的论文，这是
毋庸讳言的。
我这样做，丝毫没有贬低其他刊物的意思，许多杂志都有一些比较好的论文，我编选时也兼顾到了这
一点。
我想说的是，《当代作家评论》上的这些论文，基本呈现了文学研究中的前沿问题以及国内学者、批
评家研究这些问题的水准。
这固然与杂志的编辑方针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学者、批评家文学批评的意义。
因此，好的批评文章从来不属于一个杂志，就我自己的工作而言，我关注的也是批评本身的价值，在
这个意义上，《当代作家评论》也只是当代文学批评史这根链条上的一个小小的环节。
所以，在做了这么多年的编辑以后，我想到了一个杂志的“文化身份”问题。
现在大家比较多的关心作家的文化身份，其实一个杂志也是有自己的文化身份的，这个身份决定了杂
志以什么样的姿态置身于文学活动之中，以什么样的学术理想参与学术生态的建设，以什么样的方式
进行知识生产，以及这个杂志作为中介如何来建立文学批评与文学写作的关系等。
90年代以后，不仅文学杂志格局重组，文学理论批评刊物也已分道扬镳。
纯粹的文学批评刊物所剩无几，文学批评的责任除了学院以外，批评刊物的负担其实是很重的。
换言之，专业的文学批评刊物在文学活动中的状况直接影响到文学批评的建设。
如果要反思文学批评，就不能不反思一份文学批评杂志的得失。
以此观之，我觉得包括《当代作家评论》在内的杂志，应当承担的引领作用远远没有能够发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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