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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并不相信什么“七○后”、“八○后”这些被媒体炒作的沸沸扬扬的概念——尤其是这些概念
肆无忌惮地侵入到这一不同人群的各个角落的时候。
这些年，我一直和我的学生在一起，他们有的也是“七○后”，更多的是“八○后”。
他们单纯善良，心忧天下，有的激进，有的沉稳，但都生活在经典之中，生活在经典的问题之中。
我并没有感到我和他们之间有着多么严重的所谓的代际隔阂。
　　当然，他们有着自己的生活经验，也有着自己的学术背景——这一背景不仅是理论的，更是生命
的。
他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涌进这个城市，也涌进这个城市的大学，同时，带进了他们自己的生命体验。
这’一体验是深刻的，甚至是残酷的，任何眼花缭乱的理论术语都无法应对这一深刻的生命体验。
‘当他们学会独立思考的时候，很自然的，会对近三十年形成的思想或文学的结论提出质疑甚至挑战
。
我必须说，近三十年逐渐形成的某种精英化的学术结构根本无法容纳这些“七○后”或者“八○后”
，这一结构势必激发起他们的反叛甚至颠覆性的挑战欲望。
我认为，近年来中国思想的激烈变化，显然和教育结构的变化有着很大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他们
带来一种浓郁的平民气息。
　　五年前，在上海大学博士生面试的现场，我认识了永林，那时，他已经是上海一所高校的青年教
师，但仍然报考了我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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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真正的解放必然是个人和世界的总体性解放。
因为除了生理性的死亡之外，个人根本无法摆脱其社会化、世界化的命运。
个人总是会生活在世界之内，而如果，世界仍在伽锁之中，则个人无论如何也必征枷锁之中。
所以，在所谓“个人化”的行动格局里面，任何个人的解放最多只是一种。
解脱’，面“解脱”终究不可能为个人带来一种久远的，彻底的解放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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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永林，1975年生，内蒙古五原人，文学博士。
现为第二军医大学语文教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与语文教育研究，曾发表《玩笑》、《批评的柔
情》、《语文突围与人文突围》、《我们离苦难很近，离善良很远》、《重温那个“个人”》、《何
谓19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等文章，开有“吕氏语文”教育性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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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WM（我们）》——一个几乎被文学史遗忘的作品　　1985年春天，空政话剧团内部排
演了一部名为《WM（我们）》的现代话剧。
此剧由剧团成员王培公编剧，剧团团长王贵参与演出本的修订并任导演，排演时还邀请了一些戏剧界
的人士前来观看。
然而在1985年6月份，此剧被该剧团上级党委以组织名义叫停。
不久，北京文艺界纷纷传言空政话剧团“创作排演了一部‘极好’的戏，却因领导不喜欢此戏，一句
话给‘毙’了，剧团团长也被撤了职”。
7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废止一言定“生死”》的文章，文章称《WM（我们）》是
一部“富有创造精神的好戏”，上级有关部门不应该以行政手段禁演。
8月，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决定组织社会力量公演《WM（我们）》，并聘请已被免去空政话剧团团长职
务的王贵出任导演，与此差不多同时，上海一家剧院也决定在上海排练公演《WM（我们）》，由此
出现京沪两地同排一戏的“盛况”。
10月，《WM（我们）》在京、沪两地相继公演。
①在这前后几个月间，全国各地多家报刊先后发表百余篇对《WM（我们）》的介绍或评论性文章。
其中，《剧本》月刊在8月就刊登了该刊记者对《WM（我们）》编剧王培公的访谈，并加按语：“曾
演出过《陈毅出山》、《这里通向云端》、《九一三事件》、《周郎拜帅》、《火热的心》等优秀剧
目的空军政治部话剧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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