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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30年是当代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巨大变迁的30年。
特别是，在历史传承的基础上，一种由“中国特色”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所搭建起来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无疑，这种史无前例的巨大变迁和巨大成就，给置身时代生活浪潮中的人们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现代
性体验⋯⋯作为艺术“人学”，中国电视剧这一现代大众艺术样式理应以其丰赡的、饱含历史诗情的
审美形象，表现出人们生活方式、生命态度、价值观念、审美理想等的深刻嬗变，折射出世纪转型期
人们精神历练的诗意轨迹，并使广大电视观众共享对于自我和现实世界的理解、同情与希望。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显著特征在理论上可以概括为“中国现代性”的生
成发展，并逐渐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如果说，30年改革开放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那么，“现代化’’就是其航标。
事实上，30多年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成就雄辩地表明，“中国现代性”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气质和中国风格，是多元现代性中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一元，并必将对21世纪世界文明新秩
序的建构发挥积极的影响。
诚然，中国现代性的发展完善还有一段漫长的历程，但走向中国的“现代”已是一种不可遏止的发展
趋向，也是我们可以意识的历史内容。
时至今日，作为客观现实，中国现代性已显现于当下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也体现在芸
芸众生的日常生活和生存体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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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现代性的影像书写:新时期改革题材电视剧研究》重点从“主题思想”、“人物塑造”、“艺术
叙事”、“现代性体验”、“艺术生产”和“艺术接受”等几个主要方面来揭示和阐述改革题材电视
剧审美现代性的内涵与特质，是中国电视剧艺术研究的新探索和新尝试。
　　改革开放30年是当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发生巨大变化的30年。
作为现实题材电视剧的一种典型形态，改革题材电视剧以其影像表意系统，生动、形象地表征了世纪
转型期人们精神历练的诗意轨迹，成为了“中国现代性”的影像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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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1.1  艺术叙事与历史叙事就审美话语和历史语境的关系而言，改革剧的艺术研究不是当代电视
剧艺术研究中的新话题，但对这一话题的重新关注却不应被理解为对20世纪80年代电视剧史叙述的简
单重复。
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剧所表征的时代生活已成为了历史的影像，但如火如荼的改革大业仍在
继续，作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改革开放这一宏大叙事依旧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实际上，当前的改革开放正处于关键时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正在过“
大关”。
因此，在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绵延时空中，那些流失的岁月、淡忘的激情和人生境遇中的悲欢离合，
那些被遮蔽、被遗忘的许多问题，以及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及其所面临的新目标、新方向、新使命等，
都会对改革剧的艺术叙事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而这些影响都可以借助对改革剧“命名”的种种叙述而得以建构，并在新的知识语境中得以清晰地浮
现。
韦勒克、沃伦认为：“没有一套课题、一系列概念、一些可资参考的论点和一些抽象的概括，文学批
评和文学史的编写是无法进行的。
”②对改革剧的艺术研究来说，情形亦如此。
在这里，“命名”是理论和批评关于文学艺术的理性认识，它既意味着新名词、新概念、新术语的诞
生，同时也意味着新问题、新思想、新话语的呈现。
“命名”，与“阐释”密不可分，命名的确立离不开阐释性话语为之辩护，而各种阐释代码的兴衰、
更迭体现出社会文化秩序、话语／权力秩序的微妙变化。
在这种意义上，如果我们将“改革剧”的命名看作是一个症候，那么，“依据症候阅读”，并回到马
克思主义美学的基石上来对其进行辨析，我们就可以看到艺术叙事与历史叙事之间的深刻关系。
重温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重要论述，目的在于温故而知新。
特别是，在晚年恩格斯那里，他批评了这样的观点，即，认为后人“克服”前人的“思想材料”，是
“纯思想的胜利，不是被看作改变了的经济事实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并强调，经济“决定现有思
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只是“这一作用多半也是间接发生的”。
③在这里，恩格斯的论述使我们看到，作为一种“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审美意识形态，改革剧具有
不可忽视的相对独立性，但同时，不管我们如何强调其相对独立性，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是任何时代
都颠扑不破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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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今晚是北京的一个雨夜。
北京一下雨就是“喜雨”，因为南方人的生活习惯有雨水淅淅沥沥的诗意或滂沱瓢泼的酣畅，但北京
少雨，因此，大城市一下雨就会让我敏感地联想到万物生长的快适，甚至听到遥远的田野里稻谷拔节
的声音和不绝于耳的蛙鸣。
还有，雨夜常常引发我莫名的喜悦，也许像周作人在《雨天的书》中所透露的心境，也许是绵绵无边
的雨帘隔断了身外世界的喧嚣和纷扰，也冲刷着这喧嚣和纷扰，营造出一个单纯、自由的思考和想象
空间。
这时，对我来说，“雨夜”是哲学的。
本书从选题、撰写到修改、成稿，始终贯穿、浸泡着一种思考——关于人生及人生意义的思考，或者
说，本书的写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借助对改革题材电视剧的研究而进行的一种人生思考。
改革开放30年间，作为生命的个体，每个人都有源自时世变迁的丰富、鲜活的现代性体验。
其中，不管是渐次解放的欢欣，还是开拓前行的艰难；不管是命运沉浮的波折、沮丧或峰回路转，还
是人生机遇的幸运眷顾与得天独厚；不管是传统留存的负荷或滋养，还是怀抱创新的冲动，义无反顾
地奔向未来⋯⋯这些来自日常生活的现代性体验无疑都需要我们认真检视和反思。
特别是，对60年代生人来说，他们的成长经历和改革开放30年所展开的生动实践有着紧密的关联，他
们的所见所思、他们的一步一履都和时代生活的精神脉动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因而，他们在时世变
迁中对现代生存境遇的切身体验、生命态度，以及价值的深层体会和生存智慧容易滋生一种人的“自
知”，同时也具有一种历史见证和历史反思的可贵性。
对我个人来说，作为农民子弟，我生长于乡村，成长于城市——对于乡土，最深刻的印象是，沙渚上
白色的鸟儿依旧在灌木林上起起落落，是精灵翩舞于青山绿水之间，但房前屋后那成排成片的枣树、
李树却已悄然退隐，现在只能在记忆的深处或梦回的雨夜，眺望它们果实累累的曼妙倩影；对于城市
，尽管南转北折，但总的感受是，所有的城市大同小异。
如今，身居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都市，小我联系大我，小我又时时反思大我赋予的生活要义。
当思绪穿行于城市、乡村，常常让我紧张思考的是生活其间的“人”。
新时期30年来，我们已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的“改革开放”显然使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伟大成就。
时至今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着蓬勃生机，13亿中国人大踏步赶上了时代潮流，走上了奔向富裕
安康的广阔道路。
然而，历史无可避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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