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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政治与当代西方文论的政治化》系统梳理了当代西方文化思潮及其对文艺理论的影响，细
数了女性主义文论、后殖民主义文论、新历史主义文论、晚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主张，构建出了
、“文化政治诗学”这一描述统摄当代西方文论的新概念，并对其特色及局限性给予了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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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永康，男，汉族，安徽芜湖人，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师，苏州大学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文
艺学与政治学的跨学科研究，已经在《国外社会科学》、《人文杂志》、《河北学刊》、《文艺理论
与批评》、《文学理论前沿》、《文化研究》、《东方丛刊》、《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内蒙古
社会科学》、《广西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部分文章被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和
《文化研究》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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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6.整体性　　由于政治生活是人类生活的组成部分，进入艺术世界的政治题材和文学描写的政治
人物是丰富复杂的，因此必然具有整体性的特点。
朱光潜指出：“从历史看，伟大的艺术都是整个人生和社会的返照，来源丰富，所以意蕴深广，能引
起多数人发生共鸣。
”文学写活生生的人，就不可能局限于片面的政治人格；文学写政治生活，也不可能失却生活原生的
多样色调。
进入文学的政治情感就不能是抽象的、干瘪的，要像人的心灵、性格本身一样丰富，呈现出与爱情、
亲情、友情相交织的状态；政治斗争的内容要像人的生活本身一样复杂，表现为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
画卷。
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以政治斗争生活为中心内容，广泛描写了贵族、地主阶级以及农民阶级
的社会生活，又融人道德、宗教对灵魂的拷问和折磨，给读者带来全方位的情感体验。
陈子昂的《感遇》诗将一时的政治遭遇化为千古绝唱，说明政治文学照样可以表现出浑厚的人生感、
历史感、宇宙感。
　　三、“诗性政治诗学”何为　　以“文化政治”为本位的文学理论构成了“文化政治诗学”知识
形态，那么，以“诗性政治”为本位的文学理论则可以构成“诗性政治诗学”知识形态。
“文化政治诗学”具有政治性、批判性、反思性、公共性等特征，却是以放弃审美性为代价的；“诗
性政治诗学”则坚守文学和政治的“情本体”，具有形式性、人文性、想象性、体验性、超越性、整
体性等特点，兼容了政治性和文学性，这就替我们打开了一个文学研究和文论创新的全新视阈。
　　首先，诗性政治将文学中的政治与现实政治区分开，为我们提供了判断政治文学之艺术水平的美
学标准。
不像文化政治诗学那样将文学文本和文化文本仅仅视为表意实践的工具，或推行文化霸权的载体，从
而忽略它们之间以及文学作品之间的差异，诗性政治诗学则首先要考究文学的政治题材或主题是如何
形式化的，运用了怎样的创作方法和修辞手法？
还要考究这种形式化的政治对文学之外的现实政治是否具有穿越性，蕴含了多少个人化的独特体验？
与现实政治之间是否拉开了批判性的距离？
它具有探索性和前瞻性吗？
对个人命运和人类生存具有多大的启发性？
文学中的政治是否融入了文学“境界”，包蕴更加深广的政治之外的意义？
它提供了怎样的审美想象空间？
显然，文学中的政治越具有形式美，越具有穿越性，越具有独特性，越具有时空的深广度，它的美学
价值就越大；反之，平面化的、直陈式的、以宣传或宣泄为目的的进入文学作品的政治，哪怕它再有
政治先进性，再有政治批判性，再有底层意识，也终将失却其存在的价值。
理由很简单，因为文学之外的某些学科比文学更善于承担和发挥政治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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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化政治与当代西方文论的政治化》编著者范永康。
    1960年代以来的西方国家广泛兴起新社会运动，随之而来的是文化理论的兴盛，文化观念的转变和
文化政治的兴起。
文学理论发生了向文化理论的范式转换，进而成为文化政治的组成部分，大规模地走向了政治化。
就学理层面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两大理论派系，葛兰西、阿尔都塞、雷蒙德·威廉斯
、德里达、福柯等五人的理论对文论政治化的影响最大。
各家文论流派政治化的路径并不相同，分别侧重与性别政治、种族政治、身份政治、(后)阶级政治、
生态政治等后革命政治相关联，但都采取了反本质主义和边缘化叙述这两种策略。
文化政治文论极大地提高了文学理论的政治地位，也存在着缺乏宏大政治关怀，忽视文学的审美性和
人文性等缺陷。
重建文学性，重返人文关怀，重构文学价值，恢复政治的宏大抱负，正在成为文化理论、文化政治热
潮之后的当代文学理论的新的发展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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