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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新文学批评文库丛书由著名学者贺仲明、李遇春主编，於可训、丁帆顾问，是近年
来**型的一套文学、文化批评丛书。这套丛书作者均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等全国知名高校的一线中青年学者，具有充分的权威性。
中国新文学批评文库丛书更注重原创性、系统性与审美性，每本著作都具有一个核心的
批评概念，充分体现作者的个性。

中国新文学批评文库丛书全面涵盖了目前相关领域的研究范畴，如现代文学、当代文学
、海外华文文学、思想史、文化批评等，是极度罕见的一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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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包括论及中国新文学中有关现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两个不同部分的内容。在现代文
学方面，首先探讨了构成胡适所倡导的五四文学革命的两个重要支点的白话文运动和文
学进化观念，以及新时期有关五四阐释的一些问题；其次考察了构成现代性重要内容的
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反对派的学衡派与
中国现代文化的关系，作为左翼文学内部异端的胡风的文艺思想。有关新时期文学，对
作为“伤痕文学话语”的新时期文学提出了反思，探究了“新写实小说”、“底层写作
”和“新左翼文学”等新时期文学现象和思潮。重新思考了在现代成为一个重要的范畴
并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文学与政治的问题。本书体现了作者历史的、客
观的态度与方法。此外，本书还收录了作者个人化的阅读和感悟沈从文、郁达夫、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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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的文字。

作者简介

旷新年，湖南湘乡人，1963年1月出生，1984年本科毕业于武汉大学，1996年博士毕业于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出版有：《1928：革命文学》（山东教育出
版社，1998年）、《现代文学与现代性》（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中国20世纪
文艺学学术史》第二部下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沉默的声音》（安徽文艺
出版社，2001年）、《无居随笔》（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写在当代文学边上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把文学还给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文学史视阈的转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概念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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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代序：我的批评观
我们在世界中存在，在历史中生存。我们既是孤独的个人，又为历史和时代所塑造。作
为60年代出生的人，我们忍受了极端的贫乏和苦难，经历了无数的灾难和震撼。
我与中国新文学的相遇，是因为对自身的关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中
国“现代”是如何发生的？现代“个人”和“自我”以及现代世界观是怎样发生的？五
四新文学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重新构造了我们的世界，重新奠定了我们生活的基础，
不仅白话文已经成为中国每个人普遍的书写工具，而且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也已经
成为普遍的价值理想。
工业革命之后，欧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危机。19世纪英国批评家马修阿
诺德深深地感觉到了这种变化和危机。他曾经说自己处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已经死亡
，另一个却无力诞生。我对阿诺德抱有深刻的同情。阿诺德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文
化与无政府状态》，他企图依靠文化的力量来克服这种危机。也正是因此，经典的问题
才在19世纪和20世纪明显地凸现了出来。尽管阿诺德认为，比起创造力来，批评是比较
低级的；但是，针对当时的欧洲，阿诺德把批评置于很高的位置，因为他认为当时欧洲
所缺乏的正是批评。在阿诺德看来，批评应该不服从任何外在的和实际的考虑，批评应
该超然地追求纯粹的知识，批评应该成为一种洞察。他在《当代批评的功能》一文中说
，批评的任务“是只要知道世界上已被知道和想到的最好的东西，然后使这东西为大家
所知道，从而创造出一个纯正和新鲜的思想的潮流”。“批评力的任务是，‘就知识的
所有部门，神学、哲学、历史、艺术、科学，探寻事物本来的真面目。’于是它最后可
能在理智的世界中造成一个局势，使创造力能加以利用。它可能建立一个思想秩序，后
者即使并不是绝对真实的话，却也比它所取而代之的东西真实一些；它有可能使最好的
思想占了优势。没有多少时候，这些新思想便伸入社会，因为接触到真理，也就是接触
到人生，到处都有激动和成长；从这种激动和成长中，文学的创造时代便来到了。”在
阿诺德看来，批评是创造的基础。
从19世纪末开始流行的“世纪末”这个词，到20世纪已经成为一种弥散在我们周围的生
活氛围。1900年死去的尼采宣告：“上帝死了！”从而把我们领入了一个虚无主义的时
代。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不仅宣告了西方文明的没落，而且同时也把被迫卷入了
西方文明的整个世界也带入了没落之中。正如叶芝所说的：“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
住中心。”马克斯舍勒说“根基的动摇”、“价值的颠覆”——我们来到了一个丧失了
基础的时代。这是理查德罗蒂所说的“后哲学文化”的时代：形而上学的崩溃，认识论
的崩溃，整体性的崩溃，以致经典的崩溃。在20世纪不仅再也没有人像19世纪那样去建
立宏伟的体系，而且任何价值都不再具有普遍的意义。解构中心，取消深度，反对阐释
，对“元叙事”的怀疑和否定，知识已经失去了传统的尊严，真理的知识已经变成了知
识的无政府主义，用费耶阿本德的话说就是“怎么都行”。后现代主义成为了20世纪独
特的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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