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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的漂泊叙事和现代性体验》

内容概要

《新时期的漂泊叙事和现代性体验:对空间、时间和性别的家园体验》共分成六大部分，主要内容包括
：绪论——从切近的漂泊谈开去；中国社会的现代性漂泊和漂泊叙事；空间体验；时间体验；流动的
性别；漂而泊：“寻根”而超越等详细信息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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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慧琼，1976年生于湖北。毕业于湖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并分别在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福建
师范大学文学院修完新闻学硕士和文艺学博士。现为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师。主持省部级课题3
项，在海内外有影响力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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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从切近的漂泊谈开去
第一章 中国社会的现代性漂泊和漂泊叙事
第二章 空间体验
第三章 时间体验
第四章 流动的性别
结语   漂而泊：“寻根”而超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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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的漂泊叙事和现代性体验》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我突然感到一种极度的疲倦，那是这座磨盘一样的城市带给我的感觉，那是一种恐慌与焦
虑，一种要倒下去的感觉。 我的生命力如此顽强，在各种重压下坚强地成长到了今天，然后我又成为
了一种新的肉类，自动投放到这座巨大的绞肉机一样的城市里。 我离开那里的时候已经起风了，大街
上的人全都在风中匆匆行走，城市像个磨盘一样在吱吱响动，它要磨碎那些赢弱的心灵。 总之他死了
，他已变成了一股股青烟，可我们还活着，那么坚忍而有力，衰弱地怀揣着梦想，携带分裂的人格，
匆匆地在城市的轮盘上奔走与下注。 这是一座绞肉机般的城市，我在这里活动，像最活跃的一块肉，
我的大脑里装满了闪耀的星星，我的肌肉绷得很紧，我饭量越来越大，我几乎已变成了全知全能的艺
术家，我就是一个海绵体生命，潜伏在大海的底部，一点点地吸取海洋中的东西。 这一系列北漂艺术
家在北京的艺术生存状态，所感受到的城市全是力量严重不对等的压迫意象和微弱无力的个人。“磨
盘”“轮盘⋯绞肉机⋯‘沙盘”，这些比喻与福柯所说的“吞噬”和“磨平”直接相通，没有一个是
温暖的，因为城市天然地拒斥精神上的强者，拒绝意义。艺术家说：在城市的挤压下，人的灵魂像废
弃的彩票一样在空中乱飘，这是我所看到的又～个人类图景。（邱华栋《白昼的躁动》） 城市所唤起
的压迫体验，在心理的表层体验上，归功于它的物质化。在外观上，城市的构成是外在于我们的身体
的，没有情感的、冰冷、工业色彩浓厚、拒绝自然的物体，在心理上城市拒绝任何个人的情感。安妮
宝贝在她的作品里一直反复说明对城市的这种体验： 冬天的上海，阳光在高大建筑物的狭窄缝隙里移
动。行人步履匆促。空很蓝，阳光很淡。可这就是我所居留过的城市。它的繁华和没落，它的风情万
种⋯⋯我从未曾见过比它更冷漠更华丽的城市。它高耸的楼群，如果在三十多层的大厦往下看，就如
同魔术师变出来的奇迹，似乎可以在瞬间消失，海市蜃楼般的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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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的漂泊叙事和现代性体验》

编辑推荐

《新时期的漂泊叙事和现代性体验:对空间、时间和性别的家园体验》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
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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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的漂泊叙事和现代性体验》

精彩短评

1、可读性很强
2、一部不错的文学理论著作
3、其实没有看很懂···以理科生的思维，应该自己写份提纲笔记才能理清，老师的文字太不直白
了啊。
4、用文艺学的方法写社会学的问题，漂泊成了流动。社会学的材料与小说、诗歌、音乐杂糅到了一
起，方式当然很新颖，就是少了社会学的现实性关怀，又缺点文艺学的b格，成为一种对现代性体验
浮光掠影式的描述。文笔很好，写的也清晰。
5、我觉得绪论和空间部分写的超棒！后面的时间和性别还有结尾，敷衍。也或许我不太懂文艺学的
论文写作方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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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的漂泊叙事和现代性体验》

精彩书评

1、看完这本书的时候，我想起的是2011年暑假我写的一篇文章《金沙江畔的乡愁》，今天我回到人人
找到了那篇文章，里面的一段话让我很有共鸣：我一直不敢承认自己很热爱过哪一片土地，因为我们
的家是漂泊的，至今为止还是这样，我们的一家因为工作学习的原因四散各处，而我的心和梦也飘忽
不定，源自从小搬家多次，所以我不会把感情倾注在一个地方很久，我更愿意向前奔去，不知可不可
以骑着马，飘荡着红裙？我才明白漂泊总是有目的地发生，因为其强烈的目标指向的是：回家。我们
无根，漂泊种种指向的也是整个社会的现代性。西方人曾经快意地推倒了“神”，实际上是开创了一
个终生漂泊的未来。尼采宣布“上帝死了”的时候，其实在哲学上也宣布了人们对于自然界的敬畏之
心的死亡。现代社会企图运用科学技术和理性来加固或寻找家园，科学因此成为了新的宗教形式。 实
用主义越繁荣，人们就越信守一种不切实际的信念：科学确保了我们对于一切变动能够尽可能地掌握
。现代性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凭借技术手段造成了人类的“无家可归”的状态，忘了来路，不知去处。
我们在非传统的秩序中，从文化离散、人事流走、命运悬置开始，自觉或被迫地远离各种各样的“原
初联系”（家庭、土地、人伦等），进入了一种失根和漂泊饿状态，已经成为了无数人类个体痛切感
应到的普遍处境。许多中国人既能体味到自己失去家园而复寻找的种种感受，又同时遭遇着这个时代
作为群体的人的无根命运。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一开始就带着被动选择的特征，在这个从未诞生过一位
人格化上帝的国度，漂泊作为现代性的特征表现得更为彻底。“所谓现代性，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
于一种环境中，这种环境允许我们去历险、获得权力，但与此同时它又威胁要摧毁我们拥有的一切，
所认知的一切和我们表现出来的一切。就是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在不统一的统一中，将所有的人卷入
不断崩溃和更新、斗争与冲突、模棱两可和痛苦的大漩涡之中”伯曼给了我们一个具化好理解的解释
。这本书的绪论部分非常精彩，采用的是生活体验研究的方法。这是一种以生活经验为研究对象的解
释现象学研究，它要做的是一种对生活的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是一种周全的积极反思，使人更能够从
人的角度感受世界，体验作为人的价值和意义。材料来源包括：对于某种现象词语的追踪溯源；个人
的生活叙事；文学中的生活经验描写；作为生活体验来源的艺术。整本书的结构很严谨，从中国社会
的现代性漂泊和叙事来做一个基础铺垫回顾，到空间、时间、性别的体验研究，逻辑性强。但是在阅
读中我很偏爱空间部分，因为写的很详实，很有看头。但是时间部分薄弱了许多，性别部分出彩但是
材料来源多在于文学艺术，缺少很多实证访谈类材料。兰州大学才女的博士论文，还是很有看头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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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的漂泊叙事和现代性体验》

章节试读

1、《新时期的漂泊叙事和现代性体验》的笔记-第56页

            在新中国成立头27年的文学史上，“漂泊”几乎成了一个缺席的存在。新时期以来，文学领域开
始直面现代性的人身漂泊和家园漂泊。漂泊经验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先锋
文学、以新写实主义作家为旗手而出现的都市文学、新生代（晚生代）的文学创作、打工文学以及现
在的80后90后的作家们的创作中，浓墨重彩地现身了。
    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主要以知青生活为题材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它们既是对刚刚结束的逆向漂
泊岁月的总结，又触及了中华文化和中国国民的精神失根的问题，由此迸发出一种重获家园的努力，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明确地发展为寻根文学，试图完成“五四”以来梦寐以求的国民性改造大计。在
“漂泊－根”之间，寻根文学痛感漂泊，试图从传统中获得民族文化之根，然而又表现出无法与时代
接续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感。因此，它描写中国传统文化笼罩下人的精神生活，既向传统的儒释道精
神皈依，又不由自主地反叛传统文化精神，体现出“精神失落”和“无家可归”的思想内涵。寻根文
学不是回归传统，而是把传统文化与中国当代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寻根意识”至少有两种：一种
是眼下活得卑微、便去找以往的骄傲。一种是看出了生活的荒诞，去为精神寻一个可靠的根据，为地
球上最灿烂的花朵找一片可以盛开的土地。与寻根文学试图借重传统文化而重建精神家园不同，先锋
作家在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来书写“漂泊”时，却往往以高度变形的手法对人的生存环境按其想象进
行建构，以极端化的形式表现人的阴暗和残忍，夸大人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彻底颠覆传统
的价值体系，切断人和历史、现实、未来的关系，悬置和遮蔽了主体的价值取向，将追寻生命价值的
精神漂泊引向了虚无和绝望的境地。
    但是，寻根文学表现的现实往往是边远地区的生活，而不是20世经80年代中后期的现实生活。知青
文学在漂泊/家园的书写更是前后自相矛盾。在前期，知青文学本质上是一种诉苦叙事，在他们的漂泊
体验中，乡村以落后、愚昧、次一级的文明形态而出现，在后期，乡村又在怀旧中变为了温暖的精神
家园。先锋文学迅速兴起又迅速衰落，其症结在于仅仅“从别国里窃得火来”却又不真心“煮自己的
肉”，并不认真回答自己作为中国人的生命处境，并不认真回答中华文化传统带给我们的挑战。总体
来说，新时期里相对较长的时间里，我国的文学创作是一种以过去为中心的记忆叙事。在思想倾向上
，是一种反思过去、意图面向大众的启蒙叙事。漂泊虽然回归了它艺术母题的位置，但却与作家们身
边每时每刻正进行的漂泊并不发生直接的联系。它在对当下过于忽略的同时，也遗落了它自己。
    随着新生代作家走上文坛，新时期文学的漂泊叙事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个体在当下的沦陷处境成
为了“新生代”焦虑的核心。新生代作家大多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与知青作家、右派作家相比，他
们没有革命体验，没有从“文化大革命”的体验中获得了历史的纵深感以及价值、审美、道德的依据
，宏大叙事的束缚较少。革命向来不是“新生代”的精神资源，“文化大革命”在他们看来是荒诞的
，他们注重向常态回归，叙述日常化。都市在此真正进入了文学的中心。新生代小说的文学场景、情
绪来源、情感方式中，均可见城市的影子。新生代所能倚重城市的是没有历史感的、碎片式的“个人
经验”。
    但是新生代作家的“回归凡俗”的艺术目标并未对所有人等一视同仁。与前期作家的漂泊叙事相比
，新生代作家将眼光下移了一些，但仍然停留在自己所属的社会圈层中，是一种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
居民的视野，作家们着力刻画的是这样一类人物：他们深谙都市生活的要领，有一整套都市的生活方
式和价值观。因此，漂泊可视为都市文学的一种叙事特征，在新时期都市文学的这一特征自新生代开
始延续至今。
    我国诸种社会科学所注意到的中国式漂泊，哲学、伦理学、社会学和传播学等学科所关注的民工潮
、下岗工人的问题、外来人口子女上学的问题，未能在新生代作家以来的都市文学中占有应有的地位
。不过也出现了一些例外。首先是新乡土小说出现了与传统乡土小说中不同的漂泊体验，这是一种与
故土决绝断根的体验。“20世纪90年代乡土小说强调的不再是农民被赶出土地的被动性和非自主性，
而是他们逃离乡土的强烈愿望以及开拓土地以外新的生存空间的主动姿态；离土农民也不再是在城市
寻找类似土地的稳定可靠的生产资料，以维持其乡民式的生存原则和价值观念的‘祥子’们，他们以
尝试与传统农民人格抵触的商业活动的方式，体验与土地没有直接依附关系的人生。”其次作家张欣
和孙惠芬持续关注了改革深水区“体制内－体制外”的漂泊之旅和辽宁庄河农村“离去－归来”候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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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的漂泊叙事和现代性体验》

式的现代性漂泊。第三是以打工生活为描绘对象的底层文学叙事。这方面既有专业创作背景的作家，
如盛可以的《北妹》，也有“底层写”和“写底层”中磨砺而出的作家，如王十月和郑小琼。
    漂泊成为文学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中心问题。一些作家在成名十年二十年后，也开始围绕着漂泊展开
了创作。如王安忆的新世纪小说对“漂泊”主题的书写超越了个体成长经验的狭隘，直接与现代人的
生存困境息息相关，进入新世纪的长篇小说《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月色撩人》等一系列小说
的主角既为生存而漂泊在城市，又处于精神上的漂泊状态中。以知青小说闻名的梁晓声在2010年发表
了以打工妹回家兼为雇主办事的小说《回家》。贾平凹关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人口迁徙，并据此
创作了小说《高兴》，刻画了一位进城农民谋生的动机、想法和如何处理个人和外界关系的过程。
    从不受关注到渐渐成为一个核心的艺术母题，新时期的漂泊在电影、电视剧、纪录片、流行音乐领
域的题材重要性也大致遵循着着于文学领域相似的路径。整个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期，新时期的漂
泊在电影、电视剧、纪录片、流行音乐基本上是一个缺席的存在。这些领域几乎都以文学领域的思潮
和变动为风向标。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纪录片《河殇》、流行音乐的“西北风”热、张艺谋
拍摄的《红高粱》都可以说是寻根文学热潮中的新启蒙的艺术硕果。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不同的
艺术领域不约而同开始关注现实中的诸种漂泊，纪录片《流浪北京》《毛毛告状》、电视剧《外来妹
》、关注北漂生活的一些电影、流行音乐领域的摇滚乐开始纷纷面世。
    一批关注漂泊母题的艺术作品的出现，势必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研究。在文学研究领域，“漂泊”成
为了一个关键概念。有的分析小说中“农村－城市”的返乡漂泊模式，并结合作家本人的生活经历和
漂泊体验，分析这种模式背后的生存经验、身份认同和家园体认。有的分析个别作家二三十年多产、
多变的小说创作中一以贯之的漂泊中的寻根意识。或者分析新生代以来的60后、70后、80后作家小说
中的都市人的漂泊意识、漂泊实践和无可皈依的状态。其中女性文学注意到都市女性追寻男性和无法
依归的漂泊状态。随着打工者作家群体的形成和登上文坛，对打工文学中的漂泊也开始了一系列研究
，漂泊成为一些研究的关键词。同都市文学研究一样，漂泊中的身份认同成为研究的一个主题。此外
，对于漂泊母题的艺术创作研究的比较多的是电影研究。这些研究往往在某一位导演的系列作品中发
现“漂泊”这一不同人物命运的共同特征，以此分析电影的内容和时代价值，至少以下导演的作品被
得到了专门的分析：王家卫、陈可辛、许鞍华、王小帅、宁瀛。
    但是，上述研究的重点要么在文本，要么是创作者。前者静止地分析文本，多少将文本视作可以随
意主观解释的容器，后者则忽略了创作者与社会和现实的广泛的有机联系。它们很少明确将“漂泊”
视为现代性进程中必然发生的生存体验，大多数将漂泊简单地视为一种生存状态，或者视为现代生活
中具有的一种漂泊意识。一些研究将漂泊当做人生生命历程中理所当然的状态或过程而对待，试图将
漂泊上升到生命体验的形而上学的高度，以求指出漂泊的生存论实质，但忽略了漂泊的时代情境，没
有看到漂泊与现代性价值体系之间的关系已经赋予了漂泊新的意义。尽管如此，由于学科性质上的现
实关照性，这些艺术为漂泊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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