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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关于本书：如何使研究成为可能
——“十七年”与“文革”城市题材文学研究
第一章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城市形象与特性
第一节国家意义中的“上海”
第二节现代作家的“上海”
第三节“老北京”与“新北京”
——“帝都”“家园”“首都”与“全球化”都市
第二章中国现当代城市文学的现代性表达
第一节现代城市文学的现代性
一、 晚清和“五四”——现代性的多元与一元
二、 1930年代——左翼与新感觉派的城市现代性
第二节中国当代城市文学的现代性表达（1976—1999）
一、 政治与经济中心性与城市形态的消失
二、 城市史逻辑与群体意义
三、 1990年代——欲望、成长：城市外在物质场景与
个体经验
第三节1949—1976年间文学的城市现代性
——补上应有的一页
第三章“新中国”城市形象的现代性意义
第一节“新中国” 城市形象的国家意义
一、 工业化与“新中国”
二、 “新上海”的城市地位与形象
第二节血统论
——上海等城市的左翼历史逻辑
一、 红色的上海
二、 革命的城市史与家族史
第三节断裂论
——新旧上海的不同意义
一、 上海资本主义的终结
二、 作为遗存的城市资产阶级文化
三、 空间意义上的“新上海”
第四节“新北京”：作为社会主义首都
一、 红色的北京
二、 空间转移与“新北京”想像
第四章社会主义城市的“公共性”想象与日常性的消失
第一节城市“公共性”社会的建立
第二节《我们夫妇之间》
——当代中国日常性叙事的消亡
一、 日常生活与“日常性”
二、 叙事系统与意义系统的对抗
三、 日常性叙事的消亡
第三节私性生活的资产阶级想象
一、 日常性生活的阶级符码
二、 《上海的早晨》中的物质性描写
第四节“公共性”：生活的意义化和组织化
一、 日常性生活的意义化
二、 传统社区“公共性”生活的组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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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公共”意义上的空间与时间
第六节“公共性”人格的伦理化过程
一、 家族伦理与政治伦理的共谋
二、 伦理与社会控制
三、 “公共性”伦理的乡村背景
第七节对社会主义“公共性”的反思与对公共空间的向往
——十七年“干预类”文学
一、 官僚主义——政党精英与国家性的结合
二、 真正公共性的可能
第五章无城市地域指向的工业题材文学
第一节巨量的工业文学生产
一、 大工业生产与意识形态要求
二、 工人创作群体的出现
第二节大工业意识形态的一元性写作原则
一、 城市与生活背景的消失及工业场景的凸现
二、 人物生产属性的强化与其他属性的消失
三、 生产与技术的核心情节叙述
四、 宏伟的工业化图景
第三节形式系统
——文体特征、人物特征与地域性的消失
第六章上海工业题材与国家工业化的想象
第一节巨型规模的上海工业题材文学生产
第二节工业主义逻辑的全面建立
一、 工业主义概念的提出
二、 文学对于“技术”的表现
第三节人的生产与技术属性
第四节工业伦理与社会精英的产生
第五节小结
第七章隐性的存在
——残存的现代城市文学传统
第一节日常性叙事的延续与消亡
一、 日常性对“公共性”的微弱抵制
二、 日常生活的微言大义
第二节个性主义传统的微弱承续
一、 被结构化的知识分子个人主义者
二、 知识分子个人话语的曲折表达
三、 爱情与性别逻辑
第三节市井文学传统的承续
一、 李劼人的成都
二、 老舍的北京
三、 欧阳山的广州
四、 陆文夫的苏州
五、 文本的历史化与个体文化记忆
第四节启蒙文学的开启
一、 启蒙叙事中的空间与时间
二、 知识性空间与主体性的建立
三、 爱情、科学——知识者的启蒙诉求与
主体性的不足
第五节手抄本“反特小说”中的流行文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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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感性现代性与通俗文学传统
二、 城市现代性的想象与表达
参考书目
后记
作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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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文学中的城市”是题中之义。但三百页的书完全在两百页之内就可以完成啊
2、有点重复，态度有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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