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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78年12月，严寒中的中国涌动着一股暖流：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这次会议果断地抛弃了“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口号，宣布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
全会预见到，这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因为它要“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
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
这表明，一个新的历史过程在中国开始了，中国的面貌注定要被这个过程所改变。
　　时至今天，这个被称为“新时期”(真正意义上的“当代”)的历史过程已经有20多年了。
如果说，20年前新时期是作为一个幻想的图景而存在的，那么它今天则是作为活生生的事实而存在了
。
没有人可以否认，20年后的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三大板块上，发生了根本性的、深刻的变化。
研究幻想如何变成现实，研究这个现实的一切方面及其内在联系，应当成为一个紧迫的学术课题。
　　以审美文化领域而论，当代中国的文化地图几乎全部改写：传统的观念体系和方法论被普遍摈弃
，新思想、新形式如雨后春笋般滋长，文化格局由一元而迈向多元，繁荣与混乱同步进行⋯⋯　　如
何认识审美文化的当代变迁呢?令人颇感意外的是，一个被早已抛弃的传统方法——意识形态解读如幽
灵般地出现了。
比如说，在某批评家俱乐部里，人们一方面欢呼“正统文学”的消解，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
态模式来予以解释：“其实说到正统文学的消解，我们无法忽略正在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的巨大催化
作用。
如果说前者是冰山，后者无疑是烈日。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原理在今天表现得如此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实在是太感性，太
经验了。
”　　再如，著名作家张贤亮在指出“目前在中国有一个特殊的‘思想现象’，即思想并没有反映它
的社会基础和基础的变化”时，认为：　　浩劫后的中国经历近20年的改革，社会存在、社会关系及
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条件都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旧的社会形态逐渐解体，新的生活条件逐渐成熟，旧
的数字化生存正急剧地被现代科技所造成的全新的数字化生存所替代，那因市场经济而使“一个人的
商业价值总会得到相当正确的评价”，从而出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新的幸运骑士”，正在自
觉或不自觉地寻觅和召唤他们在思想上的代言人。
　　对这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人们实在是太熟悉了。
正是在这20年中，正是这些主张“消解”正统意识形态的人们，不断地对意识形态论进行解构，主张
用“纯审美”、“纯艺术”、“主体性”、“形式本性”来分析审美文化现象，今天为什么又让意识
形态话语复辟了呢?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是解开人类社会精神生活历史之谜的惟一钥
匙。
甚至，解构意识形态论这种行为本身，也有赖意识形态论才能作出真实的说明。
　　有识之士许明先生颇为深刻地揭示了当代人文思想界在意识形态批评模式上的尴尬之状，他说：
　　在文学界，“意识形态”成为僵化的社会政治文化的理念性符号，向这种“符号”的告别成了80
年代文化一文学运动的內在意义。
　　但是，实际上当代中国文学向意识形态告别并不成功，它执拗地违背一些理论家的初衷和意愿，
不肯背离它的意识形态本性，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学的活的意识形态史。
　　有鉴于此，我认为在改革开放20年后的中国，当实证地而非臆测地研究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
会的各个方面，已具备了可能性，写出审美文化的活的意识形态史是完全有必要的。
它将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一次重新验证，是一次重新启蒙，也是一次发展与推进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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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话语：当代审美文化史论》以审美新潮与传统审美文化的冲突为重点，分80年代和90年代
两个历史时期，通过剖析重大审美文化事件和风云人物，描述并阐释了20世纪后期的意识形态史。
　　全书对下以问题有精彩论述：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渊源及当代问题；　　改革开放前
的意识形态分析之弊端；　　新时期思想文化界对意识形态论的反思乃至批判；　　改革开放过程中
政治——经济——文化连锁反应　　当代中国不同性质的审美意识形态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
—意识形态战略的现代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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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何新在文章中还引了元杂剧《单刀会》中一句唱词：　　“那不是江水，是五百年流不断的英雄
血！
”　　何新恰到好处地呼唤了传统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以同这种颓废虚无的现代情绪相抗衡。
　　对这种真正渗入血液之中的先锋派情绪，连号称“思想库”的李泽厚也不得不有所保留。
李泽厚注意到《你别无选择》和《无主题变奏》，“恰好是两个‘无’——一切是虚无，连虚无也虚
无，于是像Sisyphus徒劳无益却仍然必须艰难生活着，整个人生便是这样。
有什么办法?你别无选择！
人不去自杀，就得活。
活就得吃饭、睡觉、性交、工作、游玩⋯⋯嘲弄这个生活，嘲弄你自己，嘲弄一切好的、坏的、生的
、死的、欢乐、悲伤、有聊、无聊⋯⋯这就是一切。
一切就是荒诞，荒诞就是一切。
”“荒诞是否能通过嘲笑而不荒诞呢?不知道。
也许。
”李泽厚承认了自己的困惑和为难之状：他支持了新潮，但这种新潮在中国有何意义呢?问题就在于，
“中国要走进现代化，欧美要走出现代化”。
盲人给眼明的人指路，这能不荒谬吗?　　在85新潮期间，当何新(甚至还有李泽厚)从国情出发对先锋
艺术表示疑虑时，“文坛黑马”刘晓波冲撞而出，竭力将先锋运动 推向极端，甚至从审美领域推向民
族心灵的塑造。
刘晓波在1986年的一次会议上作了爆炸性发言：《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认为危机不仅在于
传统文化仍有市场，就是反传统的先锋艺术也面临灭亡——因为它们“还不够现代派”，他说：　　
“(中国的先锋派)作家体验到的东西，表达出的观念是社会层次、理性层次、道德层次的东西，可是
又采用了现代派的艺术手法，就造成外在形式和内在观念的分离。
这方面‘色厉内荏，的典型是王蒙、高行健的一些作品，在莫言的《爆炸》里也很明显。
”　　刘向往的是，像贝克持(《等待戈多》作者)那样，“将从生活中体验到的苦难提升到一种形而
上的、人类痛苦的高度去品味”。
一种深层次的文化西化主张已经透露出来。
　　几乎与此同时，刘晓波还自编自导了“与李泽厚对话”这出戏，引起了整个思想文化界的惊诧。
刘晓波要干什么呢?不就是要真正的、彻底的“现代派”吗?可他为什么要拿李泽厚开刀而不拿任何一
位正统的老先生开刀呢?这就是戏剧性之所在，只有拿主张“西体中用”的李泽厚开刀，才能见出来先
锋思想家的义无反顾之态势，才能见出刘晓波西化中国的坚定立场。
　　刘晓波声称：“我与李泽厚的分歧在表层上是对不同文化、不同理论的选择，而在深层上则是对
现实的不同抉择：中国的改革和开放最终是回归传统，继续停滞，沉浸在几千年陈旧的文明之中；还
是以否定传统为起点，抛弃几千年所因袭的重负，走向一个开放的现代世界。
”　　为什么说李泽厚属于“回归传统”而不是“否定传统”的一派呢?刘晓波认为李泽厚的“积淀说
”是一个类似于黑格尔的“现实即合理”的命题，“李泽厚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更多的是自我否定，并
从中发现了可以挽救世界于悲剧之中的依稀曙光，我对传统文化的自我反思是走向极端的自我否定，
传统文化给予我的只有绝望和幻灭。
”　　刘晓波明确主张：“在立足于改革与开放的当代中国，要想确立真理，就必须与传统观念实行
最彻底的决裂，以西方的异质文化为参照系打破传统文化这个惰性极强的庞然大物。
”在这样的立论基点上，刘晓波的所谓“真正现代派”的追求当然不只是一种美学追求，而是对文化
、对民族性、国民性的一种改造企图。
　　历史的发展自有其内在逻辑。
正当’85新潮走向顶峰(以“1989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为标志)，而且其西化中国的自觉意识与当时的
“文化热”(以《河殇》为标志)接上了轨时，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爆发了。
之后，’85新潮中的一些头面人物纷纷出走西方国家，寄人篱下，而且不得不以自己的“意识形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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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为生，这就给整个先锋艺术蒙上了一层阴影。
至此，横贯80年代的第一大新潮悄然退落。
尽管在90年代还有新的变种在自生自灭地存在着，却是再也构不成令国人震惊的大潮了。
　　3．先锋试验对现代化的介入　　必须承认，先锋艺术运动首先是一个艺术运动，它产生于传统
艺术达到相当成熟的时候，开辟了审美趣味和艺术表现的新天地，其美学上的意义自不待言，对这一
意义进行探讨也是有必要的。
限于论题，本书不在这一点上展开。
　　有人在世纪末总结中国先锋思潮时，一方面认为80年代对先锋思潮的批评是“社会学话语与意识
形态思维方式总是以自己固有的阶级论的二元对立项，对新的创作现象进行误读，将艺术范畴和学术
领域的讨论政治化”，另一方面又肯定先锋艺术“对抗原有的旧式意识形态”，“高举启蒙主义的旗
帜，不断为当代文学乃至社会注入摆脱极‘左’愚昧的精神禁锢的思想力量”，这一观点显然是自相
矛盾的。
既反对对先锋思潮进行意识形态分析，又怎么能承认先锋思潮具有意识形态功能，或者说是一种意识
形态呢?看得出论者实质上是只承认先锋思潮的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功能，反对全面地、辩证地去分析
其意识形态功能。
　　先锋运动到底有没有意识形态意义呢?如果有，又是什么性质的意识形态意义呢?　　从时代背景
来说，先锋运动是与思想解放运动同步发展的，是在政治领域里推倒“两个凡是”之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
当时，在文艺思想领域里，随着“两个凡是”的垮台，那种以政治批判为内涵的意识形态模式也就自
然终结。
文艺界的思维创造精神获得解放，特别是《上海文学》1979年第4期发表《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
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一文以后，文艺摆脱对政治的依附，独立追求审美境界，已成为历史的潮流。
在这种情况下，高度地评价先锋运动的美学意义，淡化其意识形态意义，本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问题是，审美文化的某些内在规律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发挥了作用，先锋运动从介入现代
化的角度掉落在意识形态的陷阱之中。
这一点，支持新潮的人们与反对新潮的人们都承认之。
　　支持者如许子东，他认为“中国的新潮文学，是以‘纯文学’倾向来显示其非文学性的政治文化
影响的”。
　　“中国的现代派”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他们的“荒诞”工作，实际上是具有政治意义的。
在我看来，进入“文革后”中国文学的现代主义影响，虽然高举时代进步(20世纪现代文化)的旗帜，
虽然力图寻找民族文化的依据，但实际上它的文化意义。
主要还是对现有政治文化环境的一种冲击。
这种政治文化意义上的冲击作用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帮助中国“新时期文学”解脱政治宣
传功能的束缚，帮助文学向政治“申请自主权”，争取文学的独立性；二是帮助中国青年宣泄他们的
精神文化的危机感。
显然，后一种精神宣泄带有更多争取个性自由(乃至社会变革)的思想启蒙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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