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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文化反思》这是一部关于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研究专著，作者从文化反思的立
场出发，以新颖的视角，敏锐的问题意识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演进轨迹、价值流变以及知识分子的精
神人格困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解剖，尤其对中国新时期的新潮小说、新生代小说、长篇小说文体、文
学批评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反思与批判，既有对中国新时期文学成就的充分肯定，也有对于存在问题
的犀利揭示，体现了学术界对于中国新时期文学进行文学史定位和科学评价的努力，代表了批评界对
于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的最新收获。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文化反思>>

作者简介

　　吴义勤，男，1966年2月生于江苏海安。
汉族。
文学博士。
现为山东师范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带头人，山东省文化建
设重点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山东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
新世纪人才计划”入选者。
兼任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山东省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学会
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
著有：《长篇小说与艺术问题》、《漂泊的都市之魂》、《中国当代新潮小说论》、《文学现场》、
《目击与守望》、《告别虚伪的形式》等专著多部，另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当代作家
评论》等重要刊物发表论文20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等全文转载。
曾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一等奖、山东
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省部级以上奖励10余项。
曾获“山东省高校十大优秀教师”“山东省十大杰出青年”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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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演进轨迹与价值观反思　　第一节 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转型路向　　任
何一种文学现象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生存空间和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在单纯的文学现象背后
其实都无一例外地隐藏着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解释。
中国新时期文学自然也不会违背这一规律，现在看来，它正是在一种既变幻又停滞、既封闭又开放、
既纯粹又复杂的“合力”文化语境中诞生的特殊文学现象。
而今天，当我们试图对新时期文学进行文学史判断和价值定位时，对它存身其中的“文化语境”的梳
理和挖掘就成了一个不容回避的紧迫课题。
　　考察新时期文学与中国近二十年文化语境的关系，我们既要坚持历史的发展的眼光，同时又更需
要有分析的眼光。
因为，历史不是一条直线，它不单纯体现为时间关系，其背后还有更复杂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关系。
因此，我们对文化语境的剖析必然的也必须在时间层面和结构层面同时展开。
从时间层面上看，中国新时期文化语境有着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特征，语境的变化必然地刺激着中国新
时期文学的阶段性转型。
从结构层面上说，处于新时期文化语境结构核心的仍然是政治话语，其与经济、思想、文化虽然维系
着一种互动的张力关系，但决定整个文化语境的形态与性质的仍然是政治。
而正是基于对新时期文化语境的此种认识，我们在考察中国新时期文学与文化语境的关系时发现新时
期文学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从惯性写作到自觉写作、从一元到多元、从中心到边缘、从浮躁到放松的动
态发展程。
本章的任务就是尝试性地揭示这个过程与文化语境的辩证关系。
　　一、从惯性写作到自觉写作：文学“本体”确立的艰难　　粉碎“四人帮”，对中国社会来说当
然是一次历史性的巨大转折。
但这种转折首先仍然表现在社会结构的表层形态中，而从精神意识和心理思维层次来说，“转折”的
到来显然要艰难得多。
具体到广大知识分子和作家来说，那种主体解放的热情可以说完全是自发的、感性的，而不是自觉的
、理性的。
站在世纪末的今天来回首新时期之初的文学写作，我们会发现思想的惯性、思维的惯性、语言的惯性
共同铸造了一种“时代共名”，其具体标志就是与政治惯性的高度汇合、过去语言惯性的自然延伸、
个人声音被集体言说惯性的淹没、现实主义大潮的惯性式重新确立、人的主体性与文学主体性的不平
衡状态以及经济领域的“洋跃进”与文学领域的“洋跃进”的契合，等等。
　　新时期之初中国社会的共同的热情就是欢呼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这是一个激情的时代，一方面是控诉罪恶，一方面是欢庆新生，个人的声音已经彻底溶入了集体的、
民族的、国家的声音，全中国此时实际上也就剩下了一种声音。
整个民族虽然告别了一个“旧时代”，但事实证明这种告别是很难的。
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仍在过去那个时代的“惯性”轨道上向前滑行。
即使到了1978年秋天，邓小平已经官复原职十四个月，他还没有能够遏制我们庞大国家的历史惯性。
这时候，掌握着中国方向的仍然是“英明领袖”华国锋，大政并未有任何实质性的改观，阶级斗争仍
然是“纲”，“两个凡是”虽然受到巨大挑战，但仍然是我们国家的主流思潮。
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中心任务不是恢复和发展经济而是揭批猛批“四人帮”，继续进行意识形态
的斗争。
正如一本书中所写到的：“按照华国锋对七亿农民的要求——或者应该说是对十亿中国人的要求，在
即将到来的1977年，他们并不是要考虑恢复已经被‘革命’搞得百孔千疮的经济，甚至没有必要顾及
填饱肚子问题，而是要将精力集中于一场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政治大革命’。
他借用毛泽东对付日本人和蒋介石的一句名言，说这是‘大打一场人民战争’。
”虽然，批判对象变了，但批判的方式、批判的思维甚至话语方式都跟“四人帮”时代毫无二致。
文学此时沉浸在被解放的狂热中，它与激情的政治时代保持了高度的合拍，以“伤痕文学”响应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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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揭批“四人帮”的主潮。
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完全能够理解“伤痕文学”诞生的必然性，也完全能够宽容“伤痕文学”的艺
术缺陷，因为作家的话语冲动和情绪冲动本质上并不是为“文学”而发，他们只是为了在时代的洪流
中汇入自己的声音。
他们无暇顾及艺术问题实际上他们此时也还没有能力顾及艺术问题。
“四人帮”长期剥夺了他们写作的权利，他们需要一个艺术的恢复时间，但他们又不愿意再次被时代
遗忘，于是他们只能迫不及待地操持着过去时代的“语言”，以过去时代的“思维方式”对过去时代
进行着激烈的批判，这既是一种文学惯性使然，又是作家们的一种无奈的选择。
也正是出于这种惯性的力量，我们看到了现实主义在新时期的“重新登陆”。
不管我们现在怎样评价伤痕文学，我觉得至少在现实主义问题上其价值文学史无法回避：这就是现实
主义在中国虽然是一统天下的主潮，但在许多时期特别是“文革”中实际上已异化成了“瞒和骗”的
怪胎，正是“伤痕文学”用它的“血和泪”唤回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本性，重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
传统，并据此标示了与那个“旧时代”的真正的文学绝裂。
　　伤痕文学之后的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也是惯性写作的继续，但其中也已孕育了自觉写作的某些因
素。
除了上文提到的“全民族大批判”之外，当时意识形态领域政治惯性的另一个表现形式就是“两个凡
是”的提出与新的“个人崇拜”推行。
它使新时代与旧时代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暧昧不清。
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后开始了理论上的“文章救国”运动。
思想解放、“反左”的呼声开始高涨。
全民族开始从激情政治时代转向理性反思时代。
朦胧诗及反思文学可以说就是这种语境的直接产物。
本质上，朦胧诗就是反思文学的先声，它传达出的“我不相信”的怀疑精神，与政治领域胡耀邦等人
对于“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斗争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
但我们之所以说反思文学仍然是一种惯性写作是基于如下理由：其一，反思文学与政治思潮仍保持着
高度同步性，它在文学领域完成的是和意识形态领域共同的政治主题。
如果说反思文学已某种程度上消除了历史惯性的话，那么，对它来说现实的惯性仍然未能摆脱；其二
，反思文学仍然没有进行必要的语言更迭。
从话语方式和思维方式来看，反思文学仍然在用过去时代的“武器”进行着对过去时代的批判和反思
，因此，这也决定了其意识形态特征的无法避免。
从这里可以看出，语言更换不仅是一个语言问题，更是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是“权力”问题；其三
，反思文学较伤痕文学而言，显示了文学由激情状态向理性状态的升华。
理性精神和思想的深度的获得无疑提高了新时期文学的品格，但必须指出，就反思文学而言，文学的
本体地位和艺术的中心并未得到充分的认识或确立。
而对改革文学而言，其作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和经济建设中心的呼应既表现了对于巨大时
代惯性的认同，同时也表现出了某种“自觉”写作因素的萌芽。
这表现在，新时期文学从改革文学开始已经完成了对于“沉重历史”的摆脱，而尝试着建立文学与当
下现实的关系。
从历史的控诉到现实的书写，文学“为什么”的性质和模式虽然没有改变，但文学面对一个正在发生
的、未知的世界时必然需要作家更多的主体性和自觉性。
事实上，改革文学对于改革者形象的塑造，对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生存困境、精神困境、文化困
境甚至情感和伦理困境的揭示对于新时期文学来说都是开拓性的。
从现在的视点来看，改革文学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局限，其在整个新时期文学格局中的成就非常有限，
但是，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改革文学在确立“人”的主体性方面、在修复文学与现实的真实关系方面
所做的努力依然是不可抹杀的。
当然，这样说也并不是要掩盖改革文学的那些先天性的不足，毕竟从整体上说改革文学仍然是一种惯
性的写作，其旧的文学思维惯性至少表现在两个层面：其一，二元对立的改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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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既是一种简单的极端化文学思维的体现，也是作家对现实认识概念化、观念化和简单化的结果。
从深层次讲，这也是陈思和先生所谓“战争文化心理”的直接流露。
其二，寻找清官的主题误区。
前面说过，改革文学在对现实困境和人的困境的揭示方面有其可取之处，但是恰恰在对所发现问题的
“解决”方式上改革文学显示了其“非现代性”或“反现代性”的一面。
改革文学往往把摆脱现实困境的希望寄托在乔光朴这样的“英雄”改革者身上，而这些改革者身上往
往都积淀着封建性的文化和思想重负，甚至在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都有违现代民主精神，作者们却对
之普遍持一种赞赏的态度。
更重要的是，改革文学从主题旨向上说都存在一个寻找清官的深度模式，《新星》等小说可为代表。
“清官”情结不仅弱化了改革文学的批判性，而且从反思文学对中国文化和体制层面的反思上后退了
一步，显示了作家精神品格上的守旧与缺乏现代意识。
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文学与真正的自觉写作还相距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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