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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后现代》

内容概要

本书将新时期的先锋小说思潮置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叙事的现代性脉络中来加以考察，系统论述了余
华、残雪、格非、莫言等人小说中所表现的精神创伤与历史记忆，在宏大叙事中表现出的精神分裂，
以及以结构戏仿的反讽来解构宏大叙事的策略。通过从学理层面系统深入的分析，作者提出先锋小说
的创作反叛了整个文学现代性的范式，体现出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倾向，指出先锋文学在内容上对当代
现实的疏离正是它迫近这种社会历史形态的话语根基的方式；主体的自我怀疑成为中国先锋主义最显
著的后现代特征；中国先锋文学对现代性的主体的瓦解正是对一种对自身有限性和非同一性缺乏自知
的主体的瓦解。
全书以先锋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作品为基础，通过大量的文本解读，从理论上对先锋文学进行了深入阐
述与合理定位，是海外汉学界专论一九八〇年代先锋文学的一部重要著作，也为国内学界重新评价先
锋文学提供了借鉴。
————————————————————————————————————
这部著作是对后毛时代先锋小说的全面论述⋯⋯《中国后现代》对我们理解现代中国的文学和历史叙
事及其叛逆——先锋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王斑（斯坦福大学）

有效地颠覆了某些论者将文革与文革后作品彻底划清界限的企图⋯⋯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们将感谢
本书作者对这些复杂而令人生畏的小说的细致解读。
——Bonnie S. McDougall  杜博妮（爱丁堡大学）

一个先锋诗人、艺术家、批评家对先锋小说的精妙阐以⋯⋯以西方哲学视野对二十世纪中国语言文化
的深度解析⋯⋯文化政治批评的典范，揭示了语言形式的政治力量。
——朱大可（同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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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小滨，耶鲁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台湾中研院文哲所副研究员，兼任（台湾）政治大学、（台湾）清
华大学副教授。著有《否定的美学：法兰克福学派的文艺理论和文化批评》、《历史与修辞》、The
Chinese Postmodern等论著和《穿越阳光地带》、《景色与情节》等诗集，及其他文学、艺术、电影、
文化评论和研究文章。
译者愚人，现居美国，从事数据信息处理，曾经以文学批评翻译为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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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叙事的绝对和疑问
第一章
现代性：历史主体与表现主体
第二章
动摇与错位的现代范式
上篇
精神创伤、事后性与不可表现性：为过去的精神和历史招魂

第三章
时代的精神创伤与历史暴力
第四章
余华：回忆过去或肢解现在
第五章
残雪：永远萦绕的噩梦
中篇
言辞误喻的反讽：宏大叙事中的精神分裂
第六章
反讽与主人话语的另类阅读
第七章
徐晓鹤：绝望中的笑声
第八章
残雪：话语的反乌托邦
下篇
结构戏仿的反讽：解构宏大叙事
第九章
叙事的永恒插叙与无穷套：马原作为一种范式
第十章
格非：不确定的历史与记忆
第十一章
余华：困惑的叙事与主体
第十二章
莫言的酒国：盛大的衰颓
结语
答问：什么是中国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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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些人能算后现代就不错了，还吹牛逼先锋。基本常识错误，无非空中楼阁。
2、杨著质疑现实主义的客观反映论，以其为作者将意义注入现实且操纵意义。先锋小说的出现首先
挑战中国现代小说的正统范式，亦不像伤痕文学那样以迂回的方式重新确认宏大历史的有效性。它探
索现实的不可能性，以曲折的方式透析历史暴力造成的迟滞的精神创伤体验，强调无法抵达精神创伤
之源；主体分裂，偏离中心事物，表达与所指之间形成阿多诺意义上的非同一性，亦即反讽，于不断
的否定中对任何超验确定性怀疑，无法在观念中轻易获取具有目的论般的终极历史，误用、戏仿崇高
的叙事模式，剥夺主流话语的理性基础；嘲弄、瓦解同一的、全知的叙事声音，显露作者对叙事机制
的操纵，以自涉叙事破坏文本的自足性乃至整体性，形成无穷套结构，导致了叙事主体的倾颓。中国
的后现代更多关联现代文化政治范式的历史现实，产生于现代范式内部，颠覆理性文化体系的统摄。
3、做文学评论的跟写小说的应该是两个世界的人！
4、讲到了一点我现在正在写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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