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问题的挑战>>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问题的挑战>>

13位ISBN编号：9787806406953

10位ISBN编号：7806406956

出版时间：2002-08-01

出版时间：海峡文艺出版社

作者：南帆 著

页数：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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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的挑战>>

内容概要

　　《闽派文论丛书：问题的挑战》汇聚南帆的多年研究成粜。
“主体与符号”结合符号学的理论阐述了二者的关系，并且根据这种关系重新考察了文本、语言学话
语之间的复杂脉络；“性别的革命”是上述理论的一个深入。
这一辑从多方面研究了性别在文学之中形成的种种符号体系，揭示这些符号体系背后的种种隐秘涵义
。
“文化想像的版图”涉及文学话语之中隐含的一系列重大的文化冲突，诸如全球化与民族、古代与现
代、精英主义与民间文化、强者与弱者等等。
“电子文化与意识形态”与“文学叛逆者”分别考察了两种特殊的文化符号形成的挑战；前者是电子
文化符号对于传统的印刷文明产生的挑战；后者是文学形式的实验者对予传统文学形式的挑战。
“问题的挑战”更多地表现了一个人文学科研究者的理论姿态一必须开放地接受一系列理论问题的挑
战。
如何面对问题的挑战々思想锐气是一切回答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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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南帆，本名张帆。
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福建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1957年8月出生，福建省福州市人。
1975年中学毕业下乡插队，1978年初考取厦门大学汉语言文学系，1982年毕业之后考取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研究生，1984年毕业之后至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历任副所长，所长。
现任福建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文学研究所所长。
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主要学术著作：　　《理解与感悟》（浙江文艺，1986　　《小说艺术模或的革命》（上海三联
，1987）　　《阐释的空间》（海峡文艺，1990）　　《怎样写文学批评》（海峡文艺，1992）　　
《冲突的文学》（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沉入词语》（浙江人民，1997）　　《文学的
维度》（上海三联，1998）　　《隐蔽的成规》（福建教育，1999）　　《敞开与囚禁》（山东教育
，1999）　　《双重视域》（江苏人民，2001）　　南帆的学术研究思想开阔，学风严谨。
除了考察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南帆还广泛涉猎一系列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并且对电子文化、大众传
播媒介展开研究。
文本生产与历史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符号学与精神分析学之间的交叉地带是南帆的关注焦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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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闽派文论丛书·总序一、主体与符号语辞的魔力主体与符号真、现实主义，所指修辞：话语系统与权
力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二、性别的革命文学、革命与性男性与女性躯体修辞学：肖像与性写作与飞
翔--读林白的小说女性与城市：主流历史之外--读王安忆的《长恨歌》三、文化想像的版图全球化与
想像的可能冲突的文学民间的意义张承志小说中的感悟反抗与悲剧--读阎连科的《日光流年》优美与
危险四、电子技术与意识形态话语与影像电子时代的文学启蒙与操纵声音社会的诞生没有重量的空间
身体的叙事五、文学叛逆者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英雄与反英雄边缘：先锋作家的位置纸上的王国歧义
的读者六、问题的挑战知识与人格神话的解析问题的挑战理论的紧张诠释与历史语境思想的凝聚--代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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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林毓生将这种因素的源头追溯到了儒家思想。
在他看来，这是用传统的思想模式反叛传统的一个例证。
显然，这种文化冲动同时凝聚了五四人物的社会责任和思想水准。
林毓生指出，这种思想模式导致文化化约主义的流行。
许多人有意无意地认为，一切文化事件都将化约在社会系统之中，思想、信仰、美学必须立即投射为
经济、政治、社会组织。
在这个意义上，个性伸张必须融人民族大业，启蒙必须服从救亡，文学问题同样不可能单列出来，成
为世外桃源。
于是，赞成现实主义不再是无足轻重的个人爱好，它的最终意义仍然指向了江山社稷的生死存亡。
　　除了这样的文化冲动，当时语境之中的另一个常见成分是西方文化中心论。
在蔡元培撰写《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之中，西方文化成了中国文化史参照的先进模式。
蔡元培将先秦文化比拟为希腊罗马文化，将五四新文学运动比拟为欧洲文艺复兴，这种描述无意地体
现出一种文化归附心理。
即使在最后的祈愿中，蔡元培所召唤的仍然是“中国的拉飞尔与中国的莎，士比亚”。
这种文化归附心理不难解释人们的现实主义崇拜。
按照陈思和的考察，在瞿秋白翻译恩格斯致哈克奈斯等人的信。
之前，中国文学批评对于现实主义理论不甚了然。
①在胡适、，陈独秀以及周作人的心目中，写实文学仅仅是一个模糊的影像。
然而，这并没有影响他们对于现实主义先验的热情。
他们毅然挥去中国古典文学的抒情传统，无视中国古代批评家对于“真”的种种潜心考究，坚决地转
向一个涵义不明的外来术语，这不能不说存有文化归附心理的支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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