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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划时代的历史事件。
从此，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经过60年的岁月，不但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屈辱地位，建成
屹立于东方大地的伟大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而且对整个世界的历史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新中国文学作为五四后中国新文学的继承和发展，60年间尽管道路曲折，同样取得巨大的成就。
它以新的文学风貌，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各族人民所经历的历史风云和艰难斗争，表现了他们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不怕艰难困苦，克服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障碍，团结战斗，为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而不屈
不挠地奋勇前行的英雄精神。
同时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开拓文学发展的广阔的道路。
广东教育出版社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委托我主编这一套书，向读者介绍60年我国文学的发
展状况和它的成绩与不足。
我与责任编辑和相关作者商定，依60年发展阶段的不同，分别请对该阶段有研究的作者撰写成四本书
。
大家知道，如何评价新中国文学，曾经有过种种争论。
毋庸讳言，其间既存在文学观念的分歧，也存在方法论和价值观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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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多元文学的律动(1992-2009)》为“共和国文学60年”第4卷，着重探讨1992－2009年中国当代文学发
展的精神主脉及其审美特征。
《多元文学的律动(1992-2009)》立足于当代作家的主体意识，在消费主义的文化语境下，从不同角度
、不同领域、不同代际，深入分析当代作家主体意识的变化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这一时
期多元文学格局中所蕴含的精神肌理和审美镜像。
《多元文学的律动(1992-2009)》既有丰富客观的史料梳理，又有严谨扎实的个人判断；既有细致独到
的文本解析，又有科学缜密的理论推衍。
作者将那些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思潮、文学事件和作家作品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对这一时期纷繁驳杂的
文学实践进行了有效的甄别、厘析和评判。
此外，《多元文学的律动(1992-2009)》还运用了文化学、心理学、人类学及哲学等跨学科的人文理论
，显示了作者宽阔的学术视野和丰实的学术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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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洪治纲，男，1965年10月出生于安徽省东至县。
文学博士。
广州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广东省高等学校“千百十工程”省级培养对象，并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及评论二百
余万字，出版有《守望先锋》、《余华评传》等个人专著多部，以及《国学大师经典文存》、《最新
争议小说选》等个人编著二十余部。
曾获首届全国“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第四届全国鲁迅文学奖、首届“当代中国文学评论家
奖”、《当代作家评论》和《南方文坛》年度优秀论文奖等多种文学奖项。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小说学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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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 在曲折中开拓广阔的道路绪论 消费时代的来临　一 《废都》：消费时代的文学标本　二 市场魔
杖下的主体　三 感官的盛宴．躯体的修辞第一章 文学体制的转型与调整　一 刊物：从“包养”到“
断奶”　二 作家：从“终身制”到“合同制”　三 自由撰稿人的涌现第二章 人文之争与主体的分野
　一 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缘起　二 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焦点　三 主体的逃离与分野　四 “民间写作”与
“知识分子写作”第三章 主体的迎合：道德化的现实关怀　一 新现实主义冲击波　二 反腐小说：从
张平到周梅森　三 “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　四 “打工文学”，一道忧伤的风景第四章 主体的突
围：欲望化的个人写作　一 陈染与女性的“私语”　二 朱文与欲望的“演奏”　三 何顿与金钱的“
葵花”　四 苏醒的个体和欲望物语第五章 主体的放纵：感官化的身体写作　一 《上海宝贝》与身体
的狂欢　二 《遗情书》与主体的放纵　三 诗歌中的“下半身写作”第六章 主体的喧哗：大话文学与
网络镜像　一 李冯，或解构主义的兴起　二 安妮宝贝：信息时代的一朵莲花　三 《悟空传》与网络
文学的滥觞第七章 主体的救赎：历史的解构与重构　一 《白鹿原》与文化史诗的重构　二 《长恨歌
》：怀旧主义的挽歌　三 《许三观卖血记》与世俗英雄的颂歌　四 历史深处的人性演绎：唐浩明与
二月河　五 《文化苦旅》：心灵的远行与独唱第八章 主体的抗争：先锋文学的整合　一 史铁生：《
务虚笔记》与《我的丁一之旅》　二 韩少功：《马桥词典》与《暗示》　三 寓言化的追求第九章 主
体的位移：“黑色幽默”的蔓延　一 王小波：自由骑士的嘲讽与反抗　二 阎连科：主流意志的绝望
式解构　三 刘震云：从《手机》到《我叫刘跃进》　四 余华：《兄弟》的盛宴余论 消费伦理与主体
性的漂泊　一 “韩白之争”与代际作家的分裂　二 《陌生人》：一个时代的告别　三 在漂泊中继往
开来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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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无论是沉沦也罢，苦闷也罢，《废都》通过一种放逐式的叙述，在性话语尚为禁忌、身体“革命”尚
未全面苏醒的1993年进入文坛，的确以“越轨的笔致”成功地引爆了大范围的争议，并借机营造了一
个巨大的消费市场。
其次，是《废都》的商业策略。
1990年代初期，尽管有不少人已经意识到了文化消费与市场销售的重要性，但是，针对文化商品的市
场化运作，大家都没有什么经验，全靠“摸着石头过河”。
然而，《废都》却以精心的市场策划，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种成功的核心，就在于作家和出版商紧密配合，有效地利用了“大众传媒”这一消费时代的无冕之
王。
在《废都》写作之前，贾平凹就多次说过，自己在城市里生活了差不多二十年了，还没有写过城市生
活的小说。
因此，当《废都》初稿完成之后，就有媒体开始不断地释放消息，贾平凹的长篇新作将直面现代城市
生活。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闻点。
与此同时，以防止盗版为名义，无论是作家还是出版社，均不提这部小说的名称，使许多媒体进入一
种猜谜游戏般的持续性跟踪。
1993年6月初，在陕西省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问，贾平凹开始接受记者采访。
包括《中国青年报》、《中国商报》、《城市金融报》等媒体都对他进行了采访。
远在黑龙江的《生活》周刊亦派记者远征西安，对贾平凹提出了22个问题，全部获得回答。
这些采访虽然也涉及《废都》的一些内容，但主要还是围绕着这部长篇的外围进行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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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消费主义、后现代主义、全球化、后殖民主义⋯⋯当这些文化思潮扑面而来的时候，我常常会情不自
禁地想起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篇所写下的这段文字：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
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
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
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像，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
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
如果用这段文字来描述1992年至今的中国当代文学（包括中国当代文化），我觉得，它也是全面、深
刻而有效的。
没办法，杰出的作家总是能够洞穿时代的本质，甚至洞穿人类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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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多元文学的律动(1992-2009)》：共和国文学60年·第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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