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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醒出理论，迷思生文学。
由王又平编著的《转型中的文化迷思和文学书写》面对的是中国20世纪末的文化迷思及由此生出的文
学书写，对中国20世纪末最具代表性的小说创作潮流的来龙去脉及思想和艺术的主要特点给以了较为
清晰的勾勒和详切的阐说，内容涉及寻根小说、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新女性小说等
，对各创作潮流的代表性作家作品给以了重点分析和深入评述。
采用西方20世纪文学批评理论来解读上述小说潮流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其理论方法涉及俄国形式
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叙事学和符号学理论、解构批评、精神分析和后精神分析学、女性主义
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文化研究等；本书在文本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相关性与相通性的基础上，结合
作品的具体案例，重点介绍了世纪末小说中诸多新的写作策略、话语构型、技巧技法，内容涉及文体
偏离原则、母语化写作、中国式意象、元小说、可读的文本和可写的文本、零度写作、戏仿、反讽、
改写、编史元小说、躯体写作、个人化写作等。

《转型中的文化迷思和文学书写》既可作为学习中国当代文学的补充教材、研修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
论的辅助读物、鉴赏现代小说技法技巧的导读手册，又可作为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和西方现代文学批评
理论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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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关于“女性主义”
    2.关于“女性写作”
    3.女性写作与中国当代文学
  二、女性话语的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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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陷入自恋的女性是被男性放逐的女性，但是自恋又是女性对男性性对象的放逐。
没有男性，女性同样可以建立自己的爱欲对象，这个对象就是自己，而且同样可以从自己身上获得爱
欲的快感。
因此林自在作品中说：&ldquo;这是已被我们确认的一种快乐，长久以来我们把它隐藏在内心，我们是
不许出声的一类。
长久以来我们只对自己说，或者对我们的镜子说。
&rdquo;　　写女性的自恋与写同性恋一样，是危险的，会招致&ldquo;病态&rdquo;、&ldquo;淫
邪&rdquo;、&ldquo;堕落&rdquo;之类的非议。
但是林白写自恋的挑战性也正在这里。
在她看来，女性一旦进入异性关系，就难免成为男性的&ldquo;他者&rdquo;，&ldquo;尤物&rdquo;
、&ldquo;玩偶&rdquo;、&ldquo;伴侶&rdquo;、&ldquo;情妇&rdquo;就是对&ldquo;他者&rdquo;的种种
称谓。
所有这些称谓的评价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ldquo;性感&rdquo;。
林白在自己的作品中近乎激愤地指出：&ldquo;这真是十足的对物对肉的评价，而不是对人的评价。
&lsquo;性感&rsquo;的呼声削减了男人眼中女人的美，这是纯粹的男性目光。
女人们不知道这个评价的实质就是把她们变成性对象&hellip;&hellip;&rdquo;（《守望空心岁月》）而
自恋则既是精神的又是肉体的。
林白说得很清楚，&ldquo;性感&rdquo;是&ldquo;根据男人对女人的好恶来判断女人的美&rdquo;，如果
摆脱了男人的眼光，女人自己是不知道&ldquo;到底怎样才算是性感&rdquo;的，&ldquo;女人中没有人
能作出权威的回答&rdquo;。
因此，对于女性主义来说，&ldquo;性感&rdquo;无疑属于应当枪毙掉的一个词。
在面对镜象的女性的自恋中，是没有&ldquo;性感&rdquo;的位置的。
女人裸露自己、观照自己、抚摸自己、体认自己，这中间不是没有性的意味，而是使性成为女性自身
感性存在的证明：性的快感是使自己成为自己的对象，而不是成为他人的对象；是使自己为自己而存
在，而不是为他人而存在；是使自己的身体成为自身的确证，而不是成为他人的确证。
这样来体认性，就使自恋成为对女性&ldquo;性异化&rdquo;的否定。
林白对自恋的精细描绘也许会引起人们感觉上的不适甚至厌弃，但是在精神层面上，自恋所表现出的
自己对自己身体的亲和关系，也许正是女性从男性那里夺回自己的身体的表现。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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