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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批判与理性》

内容概要

这不是一本社会文化批评的专集，也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学术专著。收录于此书中的文字，大致分为四
编：第一编，政治、社会、文化篇；第二编，现代、民族、国家篇；第三篇，文学篇；第四篇，知识
分子篇。第一编的内容大致辞又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对转型期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多样性关系的分
析。二是对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几则评论，三是对90年代“宪政”欲求的思考
    第二编既包括对知识界90年代现代性话语的梳理与分析，也考察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学科的
变迁，以及全球化境遇中，中国知识界关于“中国认同”的不同观点的论辩，它们一起构成了转型期
中国社会文化身份认同多方位的焦虚表现。
    第三编是“文学篇”。顾名思义，本编的关注焦点更多地集中于对文学现象与文学作品的分析。
    第四编的题目是“知识分子篇”。虽然本书所考察的绝大部分内容都与知识分子有着关系，但是相
对而言，本编更为直接地指向转型期中国的知识分子。

Page 2



《观察、批判与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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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前面的讨论较为集中于政治领域，下面将就文学领域再做些分析，它将帮助我们认识隐藏于这一
时期文学高度一致性表面状态下的不一致的复杂的权利关系。    文学对"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发
挥了巨大的作用。    也许理论工作者或史学家会更看重"真理标准大讨论"或"十一届三中全会"这类哲学
和政治方面的事件，但是从当时造成全社会普遍的震动与持续的影响来说，文学的作用可能更胜一筹
。1978年8月11日《伤痕》发表，"伤痕文学"正式展开，一直到1981～1982年左右，文学领域成了反"文
革"文化革命展开的主战场。当时，文学充当了"文革"的申讨者、普遍情感的播散者、思想观念更新的
急先锋、平反昭雪的包青天、社会不良现象的暴露和鞭笞者⋯⋯文学几乎牵动着每一个人的神经，与
人们的生活、思想、情感息息相关，血肉相连。文学根本不是什么虚构的游戏，它以某种"想象的写实
特权"，相当自由地游移于想象与现实之间。有关这方面的例证比比皆是。一篇相当粗糙、幼稚的作品
，直接导引了一场"伤痕文学"的急风暴雨；一幅外国电影的接吻剧照，会招来强烈的义愤和激烈的争
论；一两个"冬天和春天的童话"，使一个默默无闻的女子变成为时代文学的火凤凰；一首《小草在歌
唱》，使干百万人的心理重心失去平衡；一段难以忘怀的婚外情的倾诉，深深地震撼了国人苍白的性
爱情感；一首《将军你不能这样》，让国人共斥改革年代的腐败行径；一道世界级的数学之谜的文学
解答，将科学力量、知识的崇高重新推上峰巅；一个机电厂长的三把火，照亮了国企改革的想象光明
之途；一批年轻人的"现代诗歌"探索，成为激烈抨击的对象和新美学原则崛起的象征；一个并不新鲜
的传奇性虚构，其主人公的命运竟然引起四面八方读者的关注⋯⋯对于那个岁月的文学激情，根本无
法以少量的文字加以充分展示，而且此处也无意于对它进行更多的描述；我想关注的是，为什么文学
领域在当时成了反"文革"文化革命的主战场？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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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统一文化表象下的多样性关系/虚拟的抗争与虚脱的自我言说，艺术的高蹈与政治的滞累，先锋叙
述中的边疆文化/“归真”、冲突与和谐，追求的轨迹与困域/冷月下的凝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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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不是一本社会文化批评的专集，也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学术专著。本书从政治、社会、文化、民族、
文学等方面对统一文化表象下的多样性关系作了详细的解读，对转型期中国社会、文化状况作了一种
基本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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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偶然的在图书馆翻来看，进入看完了。应该算是有关现代性的吧。觉得另外一本书应该会比较好
。《自由秩序原理》哈耶克
2、很好看 分馆那本还有签名 送给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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