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时期文学的精神走向>>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新时期文学的精神走向>>

13位ISBN编号：9787560731407

10位ISBN编号：7560731406

出版时间：2006-3

出版时间：山东大学

作者：庞守英

页数：45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时期文学的精神走向>>

内容概要

文学精神是文学的灵魂。
古今中外流传于世的佳作，大都以深厚的精神被后人所称道。
鲁迅先生说过：“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进的灯火。
”①然而很长时间以来，谈文学精神，谈作品思想，谈作家的责任感，却为许多研究者所不屑。
而本书依然认为，文学精神是文学存在的重要的价值要素。
文学的成就与辉煌，离不开精神的张扬；文学的尴尬与彷徨，主要是精神的失落；文学的发展与进步
，则更需要新型的精神的支撑。
当然，这里所说的精神，并非陈旧观念的翻版，也不简单是时代的传声筒，而是在现代意识的烛照之
下以一定的文学形式为载体的“灯火” 。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精神呈现出一种复杂的状态。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文学精神狂飙式突进。
从精神荒芜的“ 文革”废墟上走来的作家们，始而为肉体与心灵的伤痕感到悲愤，继而为建国后极左
思潮的危害深沉反思，再而为现实的改革呐喊开路。
现实主义批判精神、人性与人道主义精神、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汇集在一起，喷涌而出。
只不过这种精神更多的是听从了意识形态的指令，显得过于集中统一。
文学精神拥挤在狭窄的甬道上，撞车现象、雷同现象时有发生。
     文学精神有着广阔而又丰富的内涵。
它既有哲学观念上的古典主义、人文主义、启蒙主义、人道主义等等，也有文学理论上的现实主义、
浪漫主义、悲剧精神、喜剧精神等等。
这种种精神，有时相辅相成，联助互动，也有时表现出矛盾乃至冲突。
作家们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往往是把相互关联的精神融汇在一起，形成自己独具个性的精神追求。
在意识形态失去了权威统率的情况下，文学的各种精神就容易出现不均衡发展的现象。
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末期的文学精神便是如此。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人们对物质欲望的追求日益强烈，由此带来了生活方式与消费观念的改
变和提升。
这在现实生活中本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文学不能仅仅在欲望的海洋里挣扎。
作家的职责在于人文的关怀与精神的鼓励，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作家创作的目的是“使小说成为
精神的最高综合”①。
正是在这一点上，有不少作家被淹没在欲望的海洋中，满足于表现对金钱的追逐与性欲的宣泄，从而
导致了人性立场的丧失与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的滑落。
这是一个客观而又严峻的事实，然而它却不是文学精神的全貌。
在现实主义的旗帜下，还有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张平的《抉择》、周梅
森的《人间正道》、王跃文的《国画》等优秀作品，在关注着普通人的人生命运，在张扬着现实主义
批判精神。
曾经被人们先是热捧后又批判的先锋文学，不管是对它的肯定还是否定，多数都集中在形式的层面。
事实上，任何文本的形式都是一定精神内涵的承载，形式和思想是无法分开的。
先锋文学对传统的叛逆精神，对人生孤独、迷惘的揭示，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不仅在80年代后期以陌
生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在90 年代转型之后也依然保留下来。
这也即是转型后的先锋文学与传统现实主义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与此同时，汪曾祺、莫言小说的民间精神，王蒙、张炜小说的浪漫主义精神，扎西达娃小说、马丽华
散文的佛教精神，史铁生、北村小说的基督精神，张承志、霍达小说的伊斯兰精神⋯⋯各种精神纷纷
登场亮相，其种类之繁多，精神之丰富，是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未曾出现过的。
即使在五六十年代文学创作中被大力提倡的英雄主义精神、民族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有了新
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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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检索一下抗战题材的文学创作，就会发现，英雄主义精神正
在由阶级的英雄主义向民族的英雄主义转变，由集体的英雄主义向个人的英雄主义转变。
而民族精神也打破了政治的樊篱，超越了党派观念，由原来的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民单方面所有，
扩展为包括国民党及其军队甚至绅士、土匪在内的全民族所有。
诚然，这些精神还有待于锤炼和提高，有的还处于萌芽阶段，人们还不习惯用一种新的视角去注意它
们，乃至忽略了它们的存在。
惟其如此， 更需要加强对这方面的研究，用心呵护，精心培植，以丰富和繁荣文学的精神园地。
    在世纪之交的几年中，文学的人文精神迎着世纪的曙光，又呈现出高扬的趋势。
首先是人性主题的回归。
回归并不是简单回复过去。
它既不像新时期之初文学对人性被压抑的悲愤控诉，也不是随后出现的对美好人性的呼唤与歌赞，而
是对人性的严厉拷问，即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性的冷漠与隔绝。
人与人之间自我中心，难以沟通，以致造成误解、对立甚至是残杀。
陈应松的《望粮山》、《马嘶岭血案》，须一瓜的《穿过欲望的洒水车》、《第三棵树是和平》，刘
庆邦的《卧底》等作品，便是将艺术视角瞄准人性中的新问题，揭示了人性丑恶的一面。
其次是对人的生存困境的关注。
生存问题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只要人类存在，必须要解决的便是生存。
所谓生存，并不仅仅指温饱，人类的不同历史阶段，生存有着不同的追求与不同的表现方式。
近几年来作家们对生存问题的关注，并不主要是人们的吃穿享受，而是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聚焦于
生活在底层的弱势群体，反映他们生存的艰辛与不幸。
有的作家写地处封闭地带的山区农民，那里的生存境况比发达的城市甚至落后了几个世纪，如阎连科
的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受活》；也有的作家写涌进城市的民工的生存，如孙惠芬的《民工》，
荆永鸣的“外地人 ”系列等。
再次是悲剧精神的新生。
多年来悲剧受到了冷落。
在世纪之交，这一古老的艺葩又重新展放出新的花蕾。
一方面是社会悲剧的非亲历性写作。
当悲剧的亲历者有意无意地淡忘了伤疤以后，非亲历性作家从客观的角度，以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写
出了《中国，一九五七》(尤凤伟)、《夹边沟记事》(杨显惠)、《乌泥湖年谱》(方方)等震撼人心的悲
剧。
另一方面是性格悲剧的丛出不穷。
日常生活中的悲剧，大多数是由人物自身的性格造成的。
随着文学边缘化叙事的增长，日常生活越来越多地进入作家的视野。
于是，性格悲剧成为悲剧的主要类型。
如毕飞宇的《青衣》、《玉米》中筱燕秋、玉米过于要强的性格，熊正良的《上午打瞌睡的女孩》中
母亲软弱的性格，《谁在为我们祝福》中徐梅偏执的性格，鬼子的《瓦城上空的麦田》中李四过于自
尊而又虚荣的性格，都是导致他们走向悲剧的主要原因。
作家通过这些人物悲剧的结局，为人们加强自身修养，健全与完善自己的人格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
     本课题的研究，力求以“史”为线索，梳理出新时期文学各种精神的走向。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对某些重要精神，如历史精神、乡土精神等涉及较少。
而在论述到的几种精神中，也难免出现不够深刻、不够科学的地方。
敬请方家读者不吝赐教，对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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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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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专著；与他人合作出版《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研究专集》、《改革开放题材长篇小说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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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社会是一个大舞台，生旦净末丑各种角色都在表演。
现实主义作家以其高度的责任感，对当今社会舞台上出现的腐败分子、特权阶层给予了有力的揭露与
批判。
沙叶新等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是一出精彩的社会讽刺剧。
剧作通过农场知青李小璋假冒高干子弟上调回城以及骗局被戳穿的过程，对领导层存在的特权现象给
予无情的剖析和辛辣的嘲笑　　。
李小璋以中纪委张老的儿子张小理的名义，进行诈骗，公安局将他以法拘留。
但是，在这违法行为的背后，却是一系列的以权谋私、权权交易的“合情合理合法”的特权行为：李
小璋本可以按政策上调回城，可是他的名额却被某干部子弟所挤占；化名张小理后，作案一路绿灯，
赵团长帮他出点子，钱处长为他开条子，孙局长为他通路子，郑场长给他发单子，一个一个的官员无
不围绕着权力的魔杖旋转。
骗局被戳穿后，李小璋对自己的作案经过供认不讳，但是他只承认“我错就错在我是个假的，假如我
是真的，我真的是张老或者其他首长的儿子，那我所做的一切就将会是完全合法的”。
这种通过假定形式的揭露与讽刺，可谓惟妙惟肖，人木三分。
　　邢益勋的话剧《权与法》从正面提出了是权力至上还是维护法律尊严的问题。
某市市委第二书记曹达，用中央拨给灾区的救灾款修建楼堂馆所，购买新式轿车。
为掩盖真相，他威逼部属谎报救灾款“用于教育和科研经费”。
　　事情败露后，他又指使公安局逮捕无辜的知情者。
权力一旦凌驾于法律之上，就变成了为己牟取私利的手段，法律则成了特权者手中的玩物而已。
　　对曹达卑劣行为的暴露，突出地展示了健全民主与法制的重要性，表现了限制特权、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的主题。
在诗歌中，叶文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曾引起过强烈的反响。
诗作以沉痛的笔触，大胆地批评了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在复员后拆掉幼儿园，耗用几十万元外汇，
为自己建盖楼房。
诗人敏锐地把将军的特权思想、腐化享乐，与中国革命的历史联系在一起：“难道大渡河水都无法吞
没的井冈山的火种，／竞要熄灭在／你的／茅台酒杯之中？
／难道能让南湖风雨中，／驶来的红船，／在你的安乐椅上／搁浅、／停泊？
”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
出于对祖国命运和前途的关注，诗人义愤地喊出：“将军，／不能／这样做！
”熊召政的《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直面现实，真实地描绘出湖北老苏区人民在革命胜利以
后，依然过着饥饿贫困的生活，控诉了那些“骗取革命的外衣”的掌权者，长期以来，“只用一只左
眼看路”，造成了人民的破产。
　　诗作愤世嫉俗，仗义执言，表达了诗人对老苏区人民深切的同情，对官僚主义者强烈的愤怒，以
及迫切要求改变苏区现状的愿望。
作品因尖锐地触及了社会的阴暗面，发表以后曾在地方报刊展开过讨论，诗人在省里某个会议上也作
过检讨，但是，最终还是得到了肯定与赞扬，并获得全国中青年优秀诗歌奖。
从伤痕文学发轫的新时期文学，发展到80年代中期，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基本上处在昂扬的状态。
尽管某些作品引起过争论，受到过指责，但这些多来自文学之外的因素。
从总体来看，这个阶段的创作，无论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还是对建国后曲折道路的反思；无
论是对变革现实的呼唤，还是对腐败现象的抨击，都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
　　但是，这种批判的视角却是单一的，即都是从政治的角度，审视现实与历史。
这是很重要的或者说是必不可少的视角。
因为生活中的阴暗面，人民的苦难与不幸，多是与政治连在一起的。
人们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也常常与政治权力互为作用。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治视角之外，批判意识便无存在的必要；而是说，视角还被局限在政治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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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囿于其中，尚不得突破。
80年代中期，文坛上掀起了“文化寻根热”。
寻根，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实际上是反思文学的一种延伸。
反思文学所反思的是特定历史阶段的政治，寻根文学则是沿着反思文学反思历史的精神，把目光追寻
到中国古老的文化，从近距离的反思走向纵深的反思，从政治的反思走想文化的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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