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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望岳文库·文学史系列·文学季风：中国当代文学观察》是作者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观察研究
，内容包括自由撰稿人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制度变迁、“十七年”文学的审美主流、“文革”的诗歌潜
流、80年代文学的文化逻辑、文化民族主义与新时期文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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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发有，男，1969年出生于福建上杭。
1999年7月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
现执教于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00年、2002年被连续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教授，主要研究
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客家学等。
近年致力于当代文学的传播接受、西方汉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字、客家移民文化等专题研究。
著有专著《媒体制造——跨世纪文学生态》、《准个体时代的写作——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研究》
、《诗性的燃烧——张承志论》，随笔集《客家漫步》，主编了《读网时代》网络文化丛书。
入选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获得霍英东基金会高校青年教师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山东
省优秀社科成果奖、《当代作家评论》奖、《文艺争鸣》奖等奖项，被《人民文学》与《南方文坛》
联合主办的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评选为2005年“年度青年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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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 在史论与批评之间一 走向“过程美学”二 批评就是发现上编 文学潮流第一章 自由撰稿人与中国
当代文学的制度变迁一 钱权之间二 过客或归人三 围城内外四 自由与限制五 默然独立第二章 “十七年
”文学的审美主流一 颂歌美学二 红色史诗第三章 “文革”的诗歌潜流一 哑夜的独语二 浪漫的启蒙三 
在绝望中再生第四章 80年代文学的文化逻辑一 被裹挟的合唱二 共鸣的变奏第五章 城市文化与90年代
文学一 复调的城市文化二 暧昧的想象形态三 可疑的市民话语第六章 文化民族主义与新时期文学一 激
活传统二 家族遗梦三 反抗同化第七章 审美理想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一 不绝如缕二 人间宗教三 创造过
程四 回到常识第八章 虚无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一 叛逆或拯救二 废墟上的狂欢三 迷惘的借口下编 文学
生态第九章 大众传播与新时期文学生态一 透视媒介二 期刊与出版三 影视与网络第十章 短篇小说与新
时期文学风尚一 被岁月淡忘二 被传媒冷落三 被废话淹没第十一章 “新写实”与小说流向一 告别理想
二 日常叙事三 娱乐至上第十二章 虚伪的个人与迷惘的代群一 伪个人化写作二 新生代八股三 冷漠的看
客第十三章 激素催生的青春表演一 羁囚与奔逃二 在晕眩中漂流三 过火的奇迹第十四章 危机情境与危
机美学一 角色危机二 接受危机三 叙事危机四 呼唤“无用”的文学第十五章 文学批评的人文缺失一 有
偿批评二 假想批评三 逆反批评第十六章 消费文化与文学健忘症一 经典的挽歌二 枉担虚名的文学三 失
忆的文化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学季风>>

章节摘录

　　进入20世纪90年代，文化批评日益盛行，审美批评逐渐淡出。
应该说，文以载道的传统和经世致用哲学的深人人心，使审美批评在中国始终是根基浮浅。
20世纪80年代前期，思想解放从文学实践中借力的现实，使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的视野在文学批
评中占据主导地位。
随着西方文学尤其是现代派思潮的涌人，中国作家试图以形式探索来摆脱工具情结对文学的压迫，先
锋文学的形式实验也带动了形式主义批评的繁荣。
但是，随着文学在消费潮流的冲击下走向文化的边缘，洪峰、余华、苏童、叶兆言等先锋作家在20世
纪90年代转向写实风格，极端化的形式革新在内外交困中难以为继，形式批评也相应地沉落。
　　20世纪90年代初期鼓噪一时的“文学危机论”和文人下海风潮，使不少文学留守者急切地寻找拯
救文学与拯救自己的对策，在病急乱投医的情境下，呼唤日渐遥远的轰动效应成为一种普遍心态。
为了使文学显得“有用”，能够养活自己，不少陷入困境的文学期刊开始拿出不少版面来刊登“广告
文学”，一些在上世纪80年代呼吁文学回到自身的批评家也开始重提文学的现实功用。
更为重要的是，许多文学工作者最为关心的不是文学有没有“用”，而是害怕自己在消费大潮中变得
“无用”。
因此，在消极的层面上，文化批评在上世纪90年代的复兴可以视为文学主体放弃自身的独立性，并试
图借此重新返回中心的努力，批评的功利性、依附性、消费性得以充分显现。
在积极的层面上，文化批评使批评从形式的象牙塔中走出来，重新获得了介入现实、批判现实的活力
。
遗憾的是，文化批评的卷土重来并没有补偏救弊，并没有与审美批评形成良性互动，而是压倒性地驱
逐了审美批评的正常存在。
无操守的文化批评的泛滥，以及批评主体对独立性的放弃，严重地损害了批评的尊严。
批评的悲哀并非“失语”，而是缺乏节制的胡言乱语，是话语“失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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