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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跨文学研究论集2编》共四编包括了文学理论与批评、现当代文学作品解读、文学与文化、读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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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学始终具有一体性，当代文学研究深刻地影响或者说参与了当代文学的发
展进程，其本身在未来也会成为当代文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现代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发展是脱离的，现代文学对于现代文学研究来说纯粹是历史事实，现代文
学研究主要是陈述事实、解释事实，属于学术的范畴。
什么是当代文学？
张未民的理解是：“当代文学是今人的文学，是活着的文学生活、文学参与者创造的不断发展前行的
文学。
在具体理解上，我们要把当代文学作为一种生命时间现象，体现着生命伦理和生命历史的意味。
”当代文学是活动的文学，而现代文学是静止的文学，相应地，现代文学研究属于文学史范畴，而当
代文学研究则具有批评性。
　　程光炜认为：“始终没有将自身和研究对象‘历史化’是困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重要问题之一
。
”所以他主张当代文学应该“历史化”，从而增加学科的学术分量。
这其实反映了当代文学学者对于当代文学越来越“非当下”性的一种焦虑。
如何解除这种焦虑，我认为，最好的办法不是把当代文学“历史化”，走现代文学的学问之路，而是
摒弃当代文学中需要历史化的内容，保持并纯洁当代文学的批评性特色。
现代文学注重史实固然是有学问，当代文学注重批评、理论和现实价值同样也非常有学问，我们不能
过于狭义地理解“学术”和“学问”。
　　20世纪60年代时，50年代的文学是标准的当代文学，80年代时，50年代的文学仍然是当代文学，
但新世纪已经快10年，20世纪50年代的文学还被称做“当代文学”就很不恰当了。
我非常赞同陈思和的说法：“半个世纪前的文坛旧事.还是被称做‘当代’，显然是荒谬和不符合逻辑
的。
”回顾近60年的文学，我们看到，以1976年为界，前后存在着巨大的反差，程光炜称之为“两个当代
史”，即改革开放之前的“当代史”和改革开放之后的“当代史”，“两个‘当代史’之间的政治目
标、历史内涵、文化体制和个人存在方式，也即当代文学‘生成’的总体环境，都已有了根本性的差
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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