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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性是个充满了主体感的概念。
现代性无论是作为一个“方案”，还是作为一种态度和叙事，在其动态的意义上，都表现为某种主体
性含义，那就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时代意识和体现了历史进步的眼光、情怀、信念。
现代性并不必然地表现为某种凝固的历史性“特质”、“属性”，而是表现为某种社会、文化层面的
制度性变革，和与这种变革欲求相适应的主体精神-情感状态、心性结构的变化。
在本质意义上，现代性是生长于内在主体的历史意识和价值取向，这种主体感构成了现代性的最具历
史活力的意义价值走向，即现代性产生于主体的自我意识。
梅绍尼科说：“现代性存在于创造主体和主体的目光之中”，现代性并“没有固定的、客观的参照对
象，它只有一个主体”。
所以，现代性是一种永远面对未来的与时俱进的时代变革意识和来自情感深处的自主性冲动，即人的
主体性意识的面向未来的发展诉求。
由此，赋予了现代性一种新的生机和活力，“‘现代性’是对‘它性’（otherness）与变化的承诺”
。
因而，主体性构成了现代性的意义主流。
现代性在“自己反对自己的传统”中魅力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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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温奉桥，1968年生，山东沂源人，文学博士，现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硕
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海洋大学王蒙文学研究所所长，《王蒙研究》执行主编。
主要著作、编著、译著有：《现代性视野中的张恨水小说》、《张限水与市民文化新论》（即出）、
《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多维视野中的王蒙》、《王蒙·革命·文学》、《走下神坛的中世
纪》（合译）等；参著《20世纪中国文学的理性精神》、《昨夜星辰昨夜风——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的
精神旅途》等。
在《人民日报》、《文艺报》、《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
文史哲》、《山东社会科学》、《齐鲁学刊》等发表论文近50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
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参加或独立承扭国家、省、学校科研项目多项。
多次获得省、市社科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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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现代性作为一种主体建构（代序）上编 现代性视野中的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选择与价值悖论——论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语境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非理性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文学精神生态视野中
的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重构现代性与文学史新思维中编 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
论张恨水小说的现代性论张恨水小说的文体现代性现代报刊、稿费制度与张恨水小说的现代性张恨水
与中国文化现代化“现代性”规范的调整——张恨水“抗战小说”新论民族性与现代性成功“对接”
的典范——赵树理《李有才板话》新论下编 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后革命时代诗学——王蒙文艺思想
散论王蒙与20世纪中国激进主义思潮论王蒙小说的政治意识论王蒙文化思想的现代性重构《红楼梦》
的释义系统——王蒙与《红楼梦》研究略论王蒙诗情小说刍论跨文化视野中的王蒙小说解读——《坚
硬的稀粥》与《活动变人形》新论欲望叙述及历史背谬——读王蒙的《青狐》浅论王蒙旧体诗心灵的
隐曲 时代的浩歌——读《王蒙自传》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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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文化选择与价值悖论——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语境　　二　　全球化的辩证法表明了全球
化与本土化均不是纯粹、单一概念，而是处于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中。
它一方面强调人类在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所达成的普遍性的价值理念与文化共识，另一面更重视由不
同文化所创造的文明资源的独特价值。
全球化的辩证法为我们提供了开放性理论视野，有助于我们辩证地理解人类文化的趋同性和差异性，
从而建立一种更为科学、客观的文化认同观，其一，人类文化尽管千差万别，但遗传码说明人类几乎
都是同一材料构成。
人类不仅和其自身而且和动物、植物、树木、岩石构成了一个联系的整体，不同的肤色、种族、语言
、文化传统、宗教归属、教育背景，都无法削弱人类的共性，因而，人类行为、思想、情感、心理的
类似性，世界不同民族文化所折射出的一些共同性的内涵，全球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相通性，为人类多
元文化的认同提供了基本前提。
没有人类文化对人这一大概念所达成的普遍性共识，文化认同无从谈起。
其二，全球文化更表现为一种丰富的、各具特色的多元文化特色，人类文化的多元性体现了不同民族
、地域文化的丰富性特征。
跨越多元文化的认同意味着用一种更为理性、客观的态度审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把各种文化体
系看作一个始终处于动态、开放、兼容并蓄的辩证运动过程。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全球化实际上是人类不同族群的文化逐渐冲破各自封闭的地域阻碍而走向
相互融合、交汇的世界化大潮的动态运动过程。
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深刻揭示了全球各民族文化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下必然走
向世界化的趋势，几乎在同一时期（甚至更早一些），在文学领域，德国文学家歌德曾预见民族文学
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
歌德在宣告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时，首先是基于对不同民族文学所表达的思想情感类同性的感悟。
一本在中国尚不太出名的明代传奇《风月好逑转》，竟使歌德感悟到了中西文学所表达的思想感情的
惊人的类似性。
在《歌德谈话录》中，他的一番有感而发的议论，成为佐证人类文学趋于世界化的经典话语：“中国
人在思想、行为和感情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发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世界永远是一样
的，一些情景经常重现，这个民族和那个民族一样过生活，讲恋爱，那末某个诗人做诗为什么不能和
另一个诗人一样呢？
生活的情景可能相同，为什么诗的情境就不可以相同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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