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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十七年》

内容概要

“解构”阅读是这样一种阅读：第一，它主张根据具体文本进行阅读，即“细读”。通过细读找到文
本最佳的文化言路；第二，它主张从多个角度展开阅读，即“审读”，通过各种文本的互相渗透，读
出文本的多重意蕴；第三，它主张“读就是写”，即“重写”，阅读活动实际上是读和写的“双重活
动”，这里的“写”，即改写、重写。　　我们虽不是“解构”主义者，但我们觉得“解构”主义的
阅读策略在“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这种意义和价值可以从下面几个
方面看：　　1.“重写”“十七年文学史”即一个“回到”“十七年文学”发生场景的过程。“重写
”即“回到”。要回到“十七年文学”发生的具体场景，没有细读文本的工作而只有观念立场的转变
，“十七年文学史”的写作恐怕仍脱离不了观念立场的先在制约。如有人用“人与文学的失落”作为
衡量和考察“十七年文学”的视角，尽管“人”的理论是极为尖锐有力的，但从“十七年”文本存在
的实际状况看，它是一个批判性有余而同情性理解不够的理论视角。　　2.发现文本的“内部张力”
。“十七年文学”是一种充满内部话语冲突的文学，这种冲突源自意识形态主流观念、知识分子写作
立场、民间物质欲望等因素的并存和作用。因此，单一的视角只能简化“话语冲突文本”的含混性、
多义性，使文本失去本有的文化张力。　　3.正视“破碎性文本”的存在。“十七年文学”文本大多
是一些“破碎性文本”，其破碎性主要表现在“文学性”破碎、主体心灵破碎、现实观念破碎、语言
形式破碎和生命内容破碎，也就是说，用经典文学作衡量要求的话，“十七年文学”都是一些“准文
学”，是意识形态的“寓言文本”。面对这样的文本，只从纯洁的“文学完善性”角度考虑其得失，
基本上就会失去“十七年文学”。　　4.确立“开放性文本”的观念。“十七年文学”的一个突出特
征是它面向公众思想的无边开放，这种开放的极端后果是公众决定写作，作者只是一个“语言形式转
换器”，更普遍的存在是，文本是被当作与公众交流的工具，书写的个人性丧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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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青春之歌论
2、哈，这本书观点貌似新颖，但其实无甚突出，远不如北大李扬的对十七年的重新阐释。
3、《青春之歌》论
4、泛讀此書時痛快淋漓，但是沒有料到藍愛國已死，或許是過勞死吧，聯想到最近政法大學的蔡英
劍老師的離世，還有稍早的余虹老師的離世，不經然對老師這個行當充滿了憂慮，更是對某國治政充
滿了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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