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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发展、变化甚巨。
《审美与欲望的纠缠：转型期中国文学研究》以&ldquo;审美与欲望的纠缠&rdquo;为观察角度，深入
分析了转型期中国文学尤其是广西文学的现状，就其发展趋势、现存的主要问题、新时期的特点等方
面做了独到的阐释和探讨。
这里既有理论上的宏观把握，亦有精彩的个案分析；既关注全国范围的文坛动态，又对广西本土文学
进行了个性解读，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审美与欲望的纠缠>>

作者简介

　　罗瑞宁，壮族，1967年11月出生于广西武鸣，1992年毕业于广西师大中文系，工作后曾先后两度
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跟随殷国明先生做国内访问学者，现为广西民族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兼学院
学报副编审（编辑部主任），是广西先进文化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广西文艺理论家协会会员等。
以转型期中国文学为主要研究方向，主持或参与省部级科研课题4项，曾在《文艺理论研究》、《南
方文坛》、《民族文学研究》等多家国内知名文学理论刊物上发表文章达30篇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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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批评理论篇审美与欲望： 当下时代文学创作的话语冲突转型期文学&ldquo;欲望化写作&rdquo;根源与
批判&ldquo;弃医从文&rdquo;和&ldquo;弃文从医&rdquo;问题简论论文学的生态关怀城里&ldquo;
人&rdquo;与&ldquo;诗意的栖居&rdquo;全球化语境下文学创作与批评&ldquo;崇左文学&rdquo;命名问
题简论边缘性的拓展&mdash;&mdash;&ldquo;崇左文学&rdquo;阅读札记批评实践篇城市化时代中国诗
意构建&mdash;&mdash;韩少功《山南水北》批评鬼魅思维与南方写作&mdash;&mdash;兼评东西的《我
们的父亲》从平俗肉体上开出的精神鲜花&mdash;&mdash;东西长篇《后悔录》解读欲望走出光影记
忆&mdash;&mdash;电视连续剧《没有语言的生活》审美批评周耒的底层关注精神的勇气与灵魂的担
当&mdash;&mdash;赵先平小说评述闻一多&ldquo;大江诗歌&rdquo;文化国家主义的审美及评析&ldquo;
抡了写&rdquo;却难圆的&ldquo;性&rdquo;&mdash;&mdash;王蒙小说《青狐》&ldquo;性文学&rdquo;解
读中国文论普世价值论批评后记遭遇与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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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批评的&ldquo;三气&rdquo;　　（代序）　　自从曹丕提出&ldquo;文以气为主&rdquo;的观念后
，&ldquo;气&rdquo;已成为中国传统文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
这不仅影响了文学创作，而且也渗透到中国文学批评之中。
在我看来，好的文学批评必须具备灵气、才气和生气；&ldquo;三气&rdquo;充足，生命灌注，才能创
造美的批评成果。
　　无论如何有理有力、逻辑严密，没有灵气的批评是没有魅力的。
换句话说，这样的批评可能是一篇完整的论说、一种精确的说明和细致的解释，它还可能拥有深厚的
学识和深刻的思想，但是还不能算是一种完美的批评，并不能够给人某种美的启迪。
所谓灵气，就是对艺术和美的感悟和感通能力，批评家能够敏锐和敏捷地从作品中领略和发现美的意
蕴，用自己的心灵接触它，感觉它，并能够以一种内在的方式与生命、与宇宙、与各种人生和文化现
象贯通起来，这是其批评活动具有审美性质的基础。
当然，文学批评并非不需要学识，不需要逻辑，但是仅仅依靠它们是不够的；把它们看得太重，也会
使批评失掉自己的风采。
　　这不仅导致了文学批评概念化的趋势，而且使其长期纠缠在夺取话语权力的斗争中，批评家似乎
并不在意如何发现美和传递美，而是时常竭尽全力去证明自己拥有某种终极真理；似乎只有如此，在
批评中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至于批评本身逐渐变得枯燥无味，味同嚼蜡，也就自然越来越不受人们的欢迎。
　　文学批评需要灵气，同时也需要才气，这是不言而喻的。
有灵气，才能对艺术对美有一种天然的感悟和感通能力，而有才气才能把这种感悟和感通化成文字语
言，淋漓尽致、优美动人地表达出来。
换句话说，批评家本来就是才子的事业。
才思敏捷，古今贯通，中外驰骋，举一反三，是批评家应具有的特质。
在这里，才气是和学究气相对的。
当然，光有才气，没有一点学识，就在客厅里天马行空，信口开河，指点艺术，并不一定是好的批评
家，但是仅仅书读万卷，就按图索骥，钻牛角尖，也根本算不上批评家。
从根本上来说，文学批评不是判断是非的审判，也不是对作品的阐释学和解剖学，而是对艺术和美的
继续发现和展现。
　　批评需要才气。
好的批评应该具有能够打动人和感染人的力量。
人们从文学批评中得到的是艺术和美的启迪，而不仅仅是某些概念的演绎。
后者人们可以从哲学、伦理学、历史学中得到，可以到教堂和寺院中听经讲道，用不着文学批评家再
多此一举。
　　批评不能没有生气，但是生气又是最容易受到压抑和摧残的。
很多批评家有灵气有才气，但是他们的批评都缺乏生气。
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受到环境的压抑太多，而自己又缺乏解脱而出的勇气，就只能把自己创新的
热望埋在心里，让它们慢慢窒息。
孟子讲知言者要善养浩然之气，我认为这浩然之气就是敢于坚持自我，敢于冲破世俗压抑的勃勃生气
。
文学批评拥有了它，才能有充实的自我，才能不断有所创新。
否则，批评的灵气也有可能逐渐消退，才气也会不断黯淡，最后导致批评家走向浊气和俗气。
　　文学批评虽与创作不同，但同样是一种性情文章，所以它不同于科学论文，也和一般的人文写作
有区别。
文学批评是要见性情的，因为性情是批评家生命之气，是其个人艺术个性与风采的内核，是无法伪造
和装饰的；它是喷涌的泉源，文学批评只有由此流出，才会显出生命之美的清澈和甘甜。
与此同时，性情&mdash;&mdash;按中国人的话来说&mdash;&mdash;是一种原生美和艺术美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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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ldquo;不可力强而致&rdquo;（曹丕语）的。
由此曹丕论文时有一段话说得好：&ldquo;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
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rdquo;　　灵气、才气和生气的失落，致使批评不仅失去了艺术的意味，更可能还丧失了最重要的人
生价值。
话说开去，在当今世界，虽然科技日益发达，但是资源日益短缺，空间更觉拥挤，人际更为复杂，人
们在物质和重重社会规范的制约下，神志心情都很容易趋于麻木、平庸和机械，性情的东西越来越少
，而苦心经营和矫揉造作的东西越来越多。
这时候人们求助于艺术，求助于艺术批评，多半都希望更多的性情话语，获得灵性上的沟通。
而如果批评本身丧失了自己的性情，又怎么有自己独特的美学价值呢？
　　从灵气、才气到生气，其实都离不开批评家的性情。
白居易论文时曾把气、性、志、文贯为一体，实在说得十分精辟：&ldquo;盖是气，疑为性，发为志，
散为文。
&rdquo;看来中国当代文艺批评要摆脱暮气、呆气和庸俗气，还得有一种真正回归真诚、回到性情的努
力。
　　罗瑞宁老师曾先后两度（2004、2009年）到上海来随我访学，探讨转型期中国文学问题。
相处两年时间，我深深感受到罗老师身上体现出的一份来自偏远地区少数民族学者特有的人格魅
力&mdash;&mdash;生性内敛，甚至有些腼腆，但不失天真好奇。
待人对事，一律真诚；对时代文学文化问题&mdash;&mdash;尤其对转型期中国文学审美与欲望纠缠的
实质具备一种异乎寻常的敏感。
虽不刻意为文，每动笔，则全力以赴，一气呵成，文笔潇洒，任由生命飞扬，朝气、灵气和超脱气毕
现笔端，可谓&ldquo;性情文章&rdquo;也。
简之，罗老师的论著，现实针对性强，表面松散，但内部也存在一以贯之的理论逻辑&mdash;&mdash;
在对转型期中国文学进行考察并构建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时，能从&ldquo;文学是人学&rdquo;这一钱
谷融先生所首先提出的著名文论出发，紧紧抓住&ldquo;审美&rdquo;二字来&ldquo;穿越&rdquo;（分析
、审视、阐释）&ldquo;时代欲望&rdquo;及其文学文本。
这既注意到了时代文化&mdash;&mdash;文学创作的基本事实，同时也摆明了持论者的一种个体化的人
文立场、一种精神的担当。
全书洋溢着一份浓浓的对于当下国人生命处境（尤其是精神状态）的悲悯情怀；虽则深刻周详尚欠些
火候，但真诚之中却透露着灵气、才气与生气，不乏个性、创建，读来酣畅淋漓，确有美的启迪，不
愧为一名具备一定文学理论与批评潜力的人文研究学者的为文境界。
　　欣闻罗老师即将以&ldquo;审美与欲望的纠缠&rdquo;冠名，把他自己这些年来有关转型期中国文
学研究的成果专辑付梓，谨以此篇奉献，权当共勉！
　　是为序。
　　殷国明　　2011年10月22日于上海闵行　　审美与欲望：　　当下时代文学创作的话语冲突　　
文学创作的可能性在于作家对于当下人类生命价值状态的疑问、探讨和发现。
接受所处时代社会事实，肯定欲望社会的合理性，真诚地走进这个社会，但又不能沉湎于其中，而是
努力发现这个社会的局限，以个体生命悲悯情怀，热情关注，去挽救那些在这个时代里不幸被异化甚
至于可能被淹没、扼杀的柔弱美好人性，弘扬新的更合乎文明的人性，这是当今世俗时代文学创作能
够成为真正的审美创造的理论依据。
　　审美与欲望是当下时代文学创作的话语冲突，审美不等同于欲望，但文学创作却不能离开欲望，
把欲望抽空了的审美肯定也就丧失了审美本身。
以下试图通过对文学创作与生命欲望的纠缠、中国的&ldquo;当代性&rdquo;与文学生命的生存处境
、&ldquo;当代性&rdquo;下文学创作的可能性这三方面的阐述，以期对理解审美与欲望这一话语冲突
有所裨益。
　　一、 文学创作与生命欲望的纠缠　　文学离不开欲望。
因为从根本上说，文学是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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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通过作家心灵反映社会人生，而人生则充斥着各种欲望，生命的目的无非是欲望的实现，这是一
种本能的要求，&ldquo;所谓本能，实际上是一种人类固有的动力，处在它的作用下，人类产生满足自
身欲望的要求；在适当的条件下，它升华成为文明的原始推动力&rdquo;。
无疑，文学成为生命本能实现的人类文明成果之一。
　　作家是人性灵魂的看护者，他们自由地探讨人性、抒写人性、呼吁人性；他们以提供精神家园作
为人类心灵的安居，浮躁和急功近利是不能履行好这一职责的。
创作实践证明，伟大作家往往甘于寂寞，淡泊名利。
作家确实不应该背负太多的个人世俗欲望。
但就心态而言，真正的作家也一定具备尽可能大的欲望，如果没有对现实个体生命的执著，没有对理
想社会的苛求，没有博大的人道主义，没有巨大的悲悯情怀，那么，真正的文学作品和伟大的作家又
从何诞生呢？
作家&ldquo;可以远离奢华，但却不能没有为人的一份宁静、自由，以及蕴含了内在张力的那种创作的
激情和欲望&rdquo;。
所以，远离欲望绝不可能是文学创作本身，只能是文学创作的一个前提性心态条件（当然，这样的条
件也非常重要）。
作为人学的文学，文学生命其实也必须遵循或起码暗合于人的生命律动；文学生命说到底无非是人的
自然社会生命的外在表现（以&ldquo;语言形象&rdquo;的艺术形式）。
自然社会生命律动过程中充斥着人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情感水涨潮落，欲望纠缠不
休&hellip;&hellip;在文学生命里，人类的各种欲望和各式情感在作家笔下被浇灌得越鲜嫩、越斑斓多彩
，作家创作出来的文本就越会受到读者欢迎，因为读者在这样的文本中可以自由地实现自己的&ldquo;
生命关照&rdquo;；而这样的关照又成为人类最为原始而持久的生命情结之一&mdash;&mdash;即人类
特有的&ldquo;生命审美需要&rdquo;其中的重要一种。
　　因此，笔者认为，其一，欲望本身不是审美，但把欲望抽空了的审美肯定也就丧失了审美本身；
其二，欲望多种多样，文学创作生成的审美品质关键在于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对生命欲望的洞察、占有
（想象性的）、归位和处理&mdash;&mdash;即作家驾驭和超脱自然生命欲望的方式和功力。
欲望（指自然欲望）不等同于审美，因为审美是非自然的精神性存在；但欲望无疑又成为人类审美构
成的基质元素，没有这样的基质元素，审美就会变成没有细胞的躯体，成为不可能。
文学生命&ldquo;根源潜藏于人性的深处；物欲、情欲、智欲共生互动，构成人性的原生态；人性三欲
的涨落与外化，生发出人类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也创造了文学&rdquo;。
当然，从自然欲望到审美，必须经历一个生成的过程。
就文学创作而言，其生成机制可以简单地概括为： 创作是作家对生活的一种虚拟性还原。
这种还原有的偏于客观，有的偏于主观；前者被称为现实主义，后者则是浪漫主义，当然，还有许多
介于两者之间的&ldquo;主义&rdquo;。
这种还原同样是一个全息的生命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生命中&ldquo;应该有的&rdquo;和&ldquo;可能有的&rdquo;一切纷纷归位，一样也不会
少，同时，也包括各种欲望和追随欲望生成的各种生命痛苦。
例如，曹雪芹创作《红楼梦》，作家对封建末世贵族家庭生活的虚拟性还原： 红楼公子的痴情、红楼
女子的哀艳、贾府主子们的糜烂、各式权欲的明争暗斗、各式命运的际遇与痛苦&hellip;&hellip;作家挥
洒如椽巨笔，刻画栩栩如生，一切犹如在眼前展现。
在这个还原的过程中，创作主体绝非被动、无为，相反，他积极参与，与整个过程共始终。
其中又可以分成（只能是理论上分，实际创作中是盐水中盐和水的相融的关系）同时进行的两个方面
： 一方面，创作者对所还原的各种生命欲望生活材料进行艺术语言照顾，使之形象化、个性化，这是
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最基本的任务；另一方面，创作者要用感情去浸染、用灵魂去烛照这些形象，即
赋形象以文化价值意义，这又成为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的最高职责。
文学作品的精神质量最终取决于作家的心灵质量。
唯有纯正高雅的心灵，才可以创作出震撼世人的伟大作品。
《红楼梦》之所以伟大，说到底应归功于曹雪芹对于人类生命尤其是对于女性美丽生命的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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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历来人们不仅强调作家的艺术修养，而且也更加强调作家的人生修养，倡导作家的人格独立，
讲究&ldquo;童心&rdquo;、&ldquo;真诚&rdquo;。
　　二、 中国的&ldquo;当代性&rdquo;与文学生命的生存处境　　文学创作既然是生命律动的外在表
现，其发展历程就应该与历史时代特定生命际遇相一致，与人性历史时代特征相吻合。
那么，生命的处境&mdash;&mdash;地域性、民族性、时代性问题就相应地浮出水面，这些问题，当下
文艺理论界往往运用一个非常专业的术语来概括&mdash;&mdash;即&ldquo;现代性&rdquo;，有的甚至
用&ldquo;后现代性&rdquo;。
　　学者们曾从西方的叔本华、尼采、拉康、福柯、哈贝马斯等人那里搬来一套套&ldquo;话
语&rdquo;，并对其作了许多精彩分析，但也难免有时陷入&ldquo;言不及义&rdquo;或&ldquo;言不由
衷&rdquo;的尴尬局面。
为此，有学者提醒：&ldquo;有关现代性问题&hellip;&hellip;可能会滑入另一种陷阱。
&rdquo;其实，中国文化问题最终只能回到中国现实的土壤上来方有可能寻找到解决问题的真正答案
，&ldquo;生活在别处&rdquo;（卢梭语）式的文艺批评家，其理论往往是隔靴搔痒，抓不到关键处。
　　中国的&ldquo;当代性&rdquo;（也称&ldquo;现代性问题&rdquo;）可以这样简单地描述： 这是一
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发展时期。
其改革发展的内驱力绝大部分是来自于刚刚被解放出来的&ldquo;人欲&rdquo;中的&ldquo;物欲&rdquo;
，这种情况尤其突出地表现在改革开放前期阶段；延期到当下，情况有了一些好转，但依旧没有得到
根本性的改变。
当然，这是历史的无奈，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被动的选择。
正是这种被动的选择，使得中国的&ldquo;当代性&rdquo;（仅特指问题方面）产生了： 精神下滑，理
想出轨，价值紊乱，人们被欲望驱使前进，重建新理性秩序社会任重道远。
于是，一些有识之士，将这个时代命名为&ldquo;欲望时代&rdquo;（也有称&ldquo;世俗时代&rdquo;
或&ldquo;物化时代&rdquo;）。
　　其实，这一命名明显地反映出了有识之士的人文关注和精神良知，其行为本身已经超出了所给出
的时代命名而进入精神境界。
但不幸的是，有人因此也就将所有的责任全部都归咎于&ldquo;欲望时代&rdquo;，这显然是牵强的。
欲望尤其是一些低层次欲望，泛滥开来会对世道人心和文化建设（包括文学创作）产生腐蚀作用。
但对于真正的作家、艺术家，这既是挑战也是机会。
文化往往会在危机中奋起，这一看法，笔者在这里延用评论家李洁非的一段话加以明证：　　既然物
化导致人的不完整、自我分裂，导致人性异化，所以它不可能不激起心的觉识和反抗。
这不需要由外力予以推动，当物化现实对心灵的压抑所造成的痛苦达到一定的程度时，这样的觉识和
反抗将自主地从人的情感意志产生、爆发，而且物化越厉害，反抗也将越强烈。
实际上，人在物、心两者之间一直不自知地维持着某种平衡，不管其中哪一方面出现匮乏或亏缺，这
一平衡便遭到破坏，从而引起恢复和重建平衡人性的冲动。
我们知道，目前弥漫在这个社会里的普遍甘于物化的气氛，正是人们的物欲长期被压制、被剥夺、被
禁止的合理后果&mdash;&mdash;抑郁太深，以至于一旦开禁，对物欲的追求就近乎疯狂和病态。
根据同样的理由，可以断定，这种矫枉过正的物化狂热已经潜伏着它的反作用；亦即遭到践踏、搁置
的心之存在，势必从人的内部起而抗争，结果，在最赤裸裸的物化现实里，反而最有可能出现骄傲、
高贵和真正纯澈的心灵。
　　所以，文化（包括文学）消亡论，只能是杞人忧天的假问题。
人在，文化永在；人性在，文学永在；艺术的根本任务无非是从精神上抚慰生命的缺憾，只要生命的
缺憾还存在，文学的意义也就永存。
文学创作&ldquo;自身活力&rdquo;和&ldquo;宽容性&rdquo;与整个人类人性复杂性等同。
实践表明，中国的文学创作并非像某些言论所说的那样因&ldquo;商品世俗化时代&rdquo;的到来而一
蹶不振、一团漆黑；相反，其虽历经坎坷但却依旧不断地摸索前进，在数量和质量上均有一些喜人的
收获&hellip;&hellip;相比较而言，倒是针对这个时代创作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滞后、
脱节： 严肃的文学批评园地急剧萎缩，文学批评被外在于文学文本本身研究的各种文化哲学学术轮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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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扯，真正内行同时又有胆识、有眼力的文学批评家凤毛麟角，加上日趋严重的学术腐败，这些已引
起圈内人士的普遍担忧，所以，应该提醒（甚至于要警惕）的是，&ldquo;活力、宽容&rdquo;的文学
创作却遭遇上了&ldquo;褊狭&rdquo;的作家或&ldquo;小气&rdquo;（或固执迂腐或私心狭隘）的文学批
评家。
文化不死，不等于所有的人类行为都可以建构起文化；文学永存，也并非意味着所有的写作者都可以
写出文学。
生活在欲望的时代，却要忽视或躲避欲望的现实，这样的创作和批评，无异于闭门造车。
　　三、 &ldquo;当代性&rdquo;下文学创作的可能性　　&ldquo;当代性&rdquo;可理解为&ldquo;市场
经济&rdquo;、&ldquo;世俗社会&rdquo;、&ldquo;物欲盛行&rdquo;等，无非是当前国人在物质追求的
时代热潮中所表达出来的各式语言代码。
追求物质世界满足本身并非从根本上构成文学创作的必然障碍；相反，从经典哲学出发，只要我们承
认&ldquo;存在决定意识&rdquo;，那么，就不得不进一步承认，&ldquo;当代性&rdquo;是我们这个时代
所有文学创作能够成为可能的出发点，甚至于是基石，是土壤。
　　当然，对于文学创作而言，&ldquo;当代性&rdquo;并非就是文学本身。
文学因什么而成为文学，或者文学创作因何成为可能呢？
抛开形而下的具体分析，对这个问题进行刨根问底的求索，一个有关文学创作终极性追问便显露出来
了： 文学创作的价值何在，或者说文学创作凭什么作为自己行为存在的理由？
这样的追问历来不可避免，因为文学创作本身是一种人类高级的精神文化行为，绝非是自为而盲目的
，它必须具备一定的人类价值支撑，否则便会成为不可能。
时代的文学创作自然也逃脱不了这样的终极性追问。
　　但回到经典，这个问题其实早已明确： 文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文学的基本属性是社会
意识形态性，文学的基本特征是审美&mdash;&mdash;也就是说，文学以审美作为自己存在的中心价值
。
但何为审美？
或者说审美何以成为可能？
　　从根本上说，审美无非是生命把握自己并且使自己能够进一步理想生成的一种感性的方式，是主
体意识本质力量对于生存世界（物质以及生理心理精神世界）限制的不满足从而产生超越的生命冲动
。
这种冲动使得人终于可以在精神意识上从此岸的他律性进入彼岸的自律性，从有限进入无限，从局限
进入自由。
无疑，文学创作是一种重要的具有&ldquo;审美性&rdquo;的人类把握生命的方式，生命在这样的把握
过程中也得以进一步理想生成。
如此，我们苦苦追问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 文学在于审美，审美在于超越，超越在于对客观现实（对
于文学创作而言，这种现实包括生活现状和文学现状两方面）的限制性的不满，因为不满，所以否定
，因为否定，所以生命得以进一步理想生成，这就是文学创作价值所在和文学创作成为人类行为可能
性的全部理由；并且，不满的永恒性，导致否定的永恒性，因而也就给定了文学创作价值的永恒性。
这里其实已经涉及有关文学创作的一个终极价值问题，即&ldquo;人性的普遍解放&rdquo;。
文学&ldquo;它&hellip;&hellip;将人的自由解放理解为个体生命激情的喷发与汹涌，感性的沉醉和迷狂
，复归于自然的存在体验，是生命冲动与创造的飞扬状态，是直观苦难、超脱人生、向往永恒，在深
刻的人类体验中结束无生气的贫困与懦弱，获得激情、生机和抗争的活力，获得空前的解放的状
态&rdquo;。
这是葛红兵教授在世纪之交驰笔呼唤一种所谓的&ldquo;后先锋创作&rdquo;时对于文学创作所进行的
理想描绘，虽然偏于激情，但到底合乎文学创作的基本价值实际，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无疑，这是所有时代一切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所有具体的写作材料（&ldquo;欲望&rdquo;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技巧、图式、方法、风格、流派只
要具备这样一个基本价值的穿越或烛照就可能成为真正的文学创作本身，否则，便不再在所讨论的文
学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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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在基本价值底下，不同时代的文学创作还会具备自己时代独特的价值话语。
比如，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诗歌创作&ldquo;言志与缘情&rdquo;的诉求、&ldquo;五四&rdquo;时期文学
创作&ldquo;个性与解放&rdquo;的呼唤等；进一步具体到作家的具体创作还会有具体的价值话语和个
性言说（叙述）方式，比如，鲁迅式的&ldquo;刚气与斗争&rdquo;、冰心式的&ldquo;柔情与母
爱&rdquo;、巴金式的&ldquo;反抗与忏悔&rdquo;以及钱锺书式的&ldquo;黑色幽
默&rdquo;&hellip;&hellip;这些具体性成为文学创作价值存在和最终呈现的唯一面貌（或途径）。
文学创作的可能性就在于创作主体（作家）通过自己的方式（即&ldquo;形象化&rdquo;的艺术语言途
径）对于当下人类生命价值（人性）状态的疑问、探讨和发现。
从价值论出发，考察当下时代文学创作，在原来已有的众多的价值追问的基础上，一个属于这个时代
文学创作艰巨而崭新的价值任务显然又突出地摆在了每一个时代创作主体（作家）的面前： 创作对于
异化（商业物化）现实人生的精神抗衡与拯救。
世俗时代，生命承受商业原则的强力裹挟，个性不再，情感麻木，身心失衡；欲望（金钱的、享受的
）成为世俗人生的中心话语，欲望驱使人们前进，人反过来又成为自身欲望的奴隶，这就是所谓
的&ldquo;时代异化&rdquo;。
时代文学要做的就是从心灵上拯救生命的这种新的异化，恢复真诚与灵性，呵护天道良知，保证社会
持续健康发展，至于具体的写作办法，则是作家个人的习惯和自由了。
　　概言之，接受所处时代的社会事实，肯定欲望的社会合理性，真诚地走进这个社会，但又不沉湎
于其中，而是努力发现这个社会的局限，以作家个体生命的悲悯情怀、热情关注，去挽救那些在这个
时代里不幸被异化甚至于可能被淹没和扼杀的柔弱美好人性，弘扬新的更合乎文明的人性，这是当今
世俗时代文学创作能够成为真正的审美创造的理论依据。
倡导新的生命处世原则，尊重艺术精神（&ldquo;自由、批判、悲悯&rdquo;等人文关怀），建构新的
文学生命哲学。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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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审美与欲望的纠缠：转型期中国文学研究》作者对广西文坛的现状和特点的探讨，是同类作品
中少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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