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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视阈的转换》

内容概要

新时期以来，随着“20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以及“文学现代化”和“纯文学”等观念和
口号的凸现与提出，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提供了一个新的地基。《文学与当代史
丛书·培文书系：文学史视域的转换》在反思现代性的基础上，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当代文学史
写作和思考中凸现出来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一些个人的看法。《文学与当代史丛书·培文书系：文学
史视域的转换》以一种独特的文学史的眼光，探讨现代文学观的发生与形成，中国当代文学的建构，
中国现代文学与个人、家、国关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纂，胡适与文学革命，学衡派与新人文主义
，寻根文学以及张承志与韩少功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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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视阈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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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后在湖南省娄底师专、北京市文联工作。1999年到清华大学工作，现为清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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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2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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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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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视阈的转换》

书籍目录

文学史视阈的转换（代序）
第一编
现代文学观的发生与形成
文学的重新定义
民族国家想象与中国现代文学
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个人、家、国关系的重建
现代文学发生中的现代性问题
文学根本的政治性——从竹内好对鲁迅的诠释出发
中国现代文学史分期的政治学与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第二编
鲁迅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交集——读高远东《现代如何“拿来”》
我眼中的鲁迅
《狂人日记》：反讽的迷宫——对该小说“序”在金篇中结构意义的探讨
胡适与文学革命
学衡派与新人文主义
一九二八年的文学生产
京派：历史与想象
第三编
寻找“当代文学
“当代文学”的建构与崩溃
视阈的转换：从“追求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
从文学史出发，重新理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人民文学：未完成的历史建构
从“出走”到“回家”——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家族叙事及其文化含义
“寻根文学”的指向
第四编
另一种“上海摩登
1990年代的“上海怀旧
犹豫不决的文学史
韩少功小说论
吴浊流小说的“孤儿意识”
从《废都》到《白夜》
一位中国作家的孤独旅程——理解张承志
暴力的记忆与历史的沉思——以电影《悲情城市》和《霸王别姬》为中心
打开尘封的记忆——读董之林《热风时节——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论》
用身体思考（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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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视阈的转换》

编辑推荐

新时期以来，随着“20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以及“文学现代化”和“纯文学”等观念和
口号的凸现与提出，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提供了一个新的地基。旷新年专著的《
文学与当代史丛书·培文书系：文学史视阈的转换》在反思现代性的基础上，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
国当代文学史写作和思考中凸现出来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一些个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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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视阈的转换》

精彩短评

1、只看了第一部分⋯⋯浓浓的北大味——废话多，不贴身，看着挺顺，看完一片空白
2、旷新年最好的一本书，没有之一
3、值得一翻。
4、在搜史料的时候很偶然看到，只看了几页，准确地说是看了“另一种上海摩登”和“1990年代的上
海怀旧”两篇，后一篇主题是我之后可能会关注的，但我真不明白作者用《上海的将来》的材料（放
在脚注里）如何能证明他所说的“上海的毁灭由于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这两篇里针对李欧梵部分
，感觉作者为了argue而argue了。真不懂搞文学史的啊，不过看到是登在读书上略有释然
5、太过粗疏，时有新见。
6、叙述，史料，视野，问题，死磕。
7、看了有点糟心。。。文学理论界比法学界还不如。。。
8、2016 3 9
9、时而反感时而钦佩。这归根结底是旷新年故意以主题而非时间为依据组织文章，并抹去每篇文章
的发表日期导致的。最终展现出一个思想永远处在激荡和辩难中的学人，分裂成数份的历时性的自我
在同一时间发出音高不同却大体一以贯之的喧哗。在编选文章的此时，作者想必是想让读者觉得，这
些不同的声音的价值是等同的。相比而言，我更倾向于较晚期的旷新年，在更为广阔和平和的视野下
显示出思维的锐利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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