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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套丛书共由10本组成，每本都是各位评论家在九十年代以来所作研究成果的精选结集，它们包括：
王彬彬《一嘘三叹论文学》、王干《灌水时代》、黄发有《媒体制造》、李建军《必要的反对》、张
清华《天堂的哀歌》、贺仲明《真实的尺度》、张学昕《唯美的叙述》、张新颖《打开我们的文学理
解》、杨扬《无限的增长》、张颐武《新新中国的形象》等。作为“e时代”青年评论家的代表，他
们以各自不同的一套批评笔墨，或深刻精警、或犀利独特、或严谨扎实、或自由放达，从不同的视角
或层面来切入当下的文学创作，表达诉说着他们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的良知、正义、职责以及对于当
前的文学现象、文学性质、文学发展以及具体作家作品的独到见解与鲜明立场，撇开浮沫，洞入真知
，再现了当下文学的本真状态与精神走向。可以说，近十年来我国文坛的潮起潮落，重要的作家作品
以及文学理论上的突破与收获，在这些批评家们的著作中都得到了评说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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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发有，客家人，1969年底生于福建上杭。本科主修经济学，1999年7月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
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现执教于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00年、2002年连续破格晋升副教授、
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客家学等。近年致力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传播接受、西方汉学与20世
纪中中国文学、客家移民文化等专题研究。著有专著《准个体时代的写作——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
研究》、《诗性的燃烧——张承志论》，随笔集《客家漫步》，主编“读网时代”网络文化丛书。近
期即将出版的著作有论文集《想象的代价》，田野调查札记《客家原乡》和随笔集《客家老屋》。入
选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曾获得霍英东基金会高校青年教师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山东
省社科优秀成果奖、《当代作家评论》奖、《文艺争鸣》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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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瞧，他们走来了（代总序）自序导言 文学传媒与文学生态第一部分 文学期刊第一章 先锋文学与期刊
分化一、从潜滋暗长到锦衣夜行二、从金蝉脱壳到假面狂欢第二章 期刊策划与文学制作一、反抗危机
二、文学作坊三、个性之牢第三章 《当代》与现实主义一、薪尽火传的接力二、现实主义的限制第四
章 《小说月报》与“选刊现象”一、现时主义二、中庸趣味三、转载效应第五章《山花》与边缘期刊
一、边缘的意义二、无边的探索三、主编的风格第六章 “东北阵线”与批评风尚一、行动中的美学二
、锋刃上的交响三、冻土里的守望四、“偶然性”的困境第七章 《美文》与散文流向一、“不是像散
文的散文”二、“把枝末细节做大”三、“文章最重要的是有人气”第二部分 文学出版第八章 “改
写”问题与版本变迁一、旧我与新我二、无我的合唱三、忘我的共谋第九章 文学出版的文化转型一、
名利的夹缝二、“自由”的枷锁三、空洞的盛宴第十章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当代境遇一、辉煌与遗憾二
、复活的梦想三、利润与信念第十一章 “布老虎”的品牌策略一、为娱乐正名二、不变的慰藉三、耐
久性时文第三部分 跨媒体传播第十二章 影视时代的文学危机第十三章 网络文学的情感模式第十四章 
文学评奖的文化反思第十五章 媒体批评和寄生文化第十六章 传媒趣味与文学症候跋：像火焰一样地
沉思 ——论黄发有的文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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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随着照相术、电影和电视的发明，图像文化在二十世纪逐渐排挤文字文化，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要
存在形态。世纪之交电脑的普及和不断的升级换代，以及互联网的横空出世，文字文化原有的地位变
得岌岌可危。德国文学媒体学家费利德里希·基特勒甚至在《记录系统》一书中预言：“在未来，以
书的形式为主要存在形态的文字文化将彻底消失，文字将仅仅成为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研究的对象，
普通人将成为真正的‘文盲’，不再会阅读和书写。”这样的恐慌毕竟离我们尚远，但世纪之交的文
学不论是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都受到了传媒特别是电视的挑战，而且正在那里节节败退，已经丧失
了大量的阵地，文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媒体权力因新技术的不断加盟而如虎添翼，
这种权力以城市为核心并向广大的乡村辐射，它对聚居于都市的人构成一种无形的群体压力，个人差
异必然引起不安和焦虑，人人相似才是最安全的。传媒塑造的消费意识形态巧妙地利用现代人的孤寂
和从众心理，培育出大众寻求感官刺激的庸俗趣味。在这样的情境下，文学的传播接受内外交困，经
受着多重压力。宁肯的《蒙面之城》在发表与出版之前遭到过出版社的多次退稿，想不到在新浪网连
载一个月后，就获得了五十多万次的点击率，作品在二00一年出版后销量超过五万册，次年获得“第
二届老舍文学奖”。这一个案表明：在传播方式日益多元化的今天，文字传播的影响力逐渐削弱，并
受到图像与网络传播的制约。　　更值得注意的是，网络媒体的迅速发展，使写作变得更加随意，兼
容而无限、共时而互动的网络空间作为一种崭新的信息载体，切合文学创造的自由本性。BBS和博客
空间的即兴化、交互性、共时空等特性，也为网络写作带来一种口水化的游戏色彩。比如，网络诗歌
为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不景气的诗歌写作拓展了一片自由天地，网络交流的偶然性、随机性、消遣性
，摆脱了历史和文化强加给文学的功利、忧患、责任等沉重的负载，让诗性可以以比特的形式自由飞
翔，但缺少限制的网络写作似乎并没有带来审美的突破与超越，充斥人们耳目的是脏话的泛滥、“下
半身”的暴露，“灌水”的网络语言使写作变成了大批量的垃圾制造，那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
消得人憔悴”、“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的苦吟成了明日黄花。
写作进入了一个无聊的废话时代，四处飞扬的都是口水，空话、大话、假话、疯话、鬼话横行无阻，
那些以几何级数成倍增长的量化写作，留给我们的只能是千疮百孔的语言废墟，那种具有高度表现力
与概括力的语言销声匿迹，历久弥新的经典表达已经成了一种文化遗迹。更为重要的是，当收视率和
点击率成为文字传媒的指挥棒时，文字传播将沦落为双重意义的奴仆——图像和网络的奴仆、市场的
奴仆。正因为此，如今的小说叙事变得越来越影像化和直观化，以满足电视观众和网虫用“眼睛”阅
读的习惯，与心灵的距离越来越隔膜。　　受传媒控制的文学创作为了获得传播和接受的便捷，就不
能不委曲求全。世纪之交的文学已经难以绵延先锋作家一度高涨的形式探索的激情，为了迎合传媒对
于效益的追求，作家们在语言表达上逐渐向大众的阅读习惯与趣味靠拢，对于“触电”的热忱更使许
多作家唯导演的口味是瞻，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逐渐模糊，印刷文学与影视文学的鸿沟逐渐被
填平。优秀作品和平庸作品的竞争由于后者更容易被大众理解和令人愉悦，低劣的东西驱逐了优秀的
东西，这就使那些形象粗劣、简单、重复，内容荒诞、俗艳、恐怖的作品被大量复制。也就是说，世
纪之交的文学日益濡染上文化工业的品性。与此相适应，作家对复杂而沉重的现实进行轻化处理，以
油滑的调侃呈现趣味却牺牲本真，以调和主义的折中消解价值的边界，现实生活的惨淡和艰难的一面
被粉饰和遮蔽。世纪之交的文学似乎拒绝悲剧意识，它给受众带来感官的刺激而不引起灵魂的震惊，
它泯灭人们的反抗精神却催生麻木的宿命意识，它抑制人们的主观创造能力，将想象力和自发性导向
萎缩之途。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里，第一手信息已经越来越少，所有的信息都
在多渠道传播中裂变。与这些“信息”相比，文学原作的力量变得微乎其微。也就是说，在主流传播
中流通的都是那些被反复“改写”的信息，文字文本和印刷文本在传播中逐渐地缩水、走样，被一些
貌似公正的、削足适履的三言两语所“格式化”，成为一个被各种话语和利益榨干的简单符号。在传
播学研究中，怀特针对大众媒介的体系、制作、选择与流动，构造了一个守门人模式，即新闻从信息
源到达受众的过程当中，新闻从业人员扮演着“守门人”的角色，他们选择一些新闻同时舍弃另一些
新闻。麦克内利的新闻流动模式更为完善，他认为新闻从有价值的新闻事件到达受众的过程当中，要
经过各个中间环节的编辑、记者的反复选择、拒绝和改变，不断地循环下去。　　多种形式的媒体就
像一张无形的大网，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它就像蜘蛛编缀的蛛网，等待着那些自投罗网的飞虫的光
临，而这个年代的作家、批评家和诗人，其命运与那些小小的飞虫何其相似，他们通过媒体的网络来
传播自己的作品，但同时也付出了代价，往往让自己变成了媒体的囊中之物。文学的跨媒体传播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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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像城市地下盘根错节的各种管线，有煤气管道、通信光缆、自来水管，它们输送的资源点燃了城
市的炊火，迅捷地给城市带来各种信息，滋养着城市中的生命。不能忽视的是，在城市的地层深处，
最为庞大而复杂的管道网络是排污系统，它汇聚了城市最肮脏的液体，将它们排泄出城市的躯体。今
日的媒体和文学同样如此，其中既包含着像水、火、通讯一样的不能或缺的精神资源，也不断地生产
出大量的文化垃圾，如果不能正常地将它们排泄出去，文学和文化的生态都将遭到摧毁性的破坏。而
且，这个年代的媒体和文学，产量最高的一定是日常化的精神消耗品，就像煤气、自来水和信息一样
，它们带来了种种便利，但它们在被消耗之后，也会留下废气、废水和垃圾信息。在这个一次性消费
主宰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的年代，经典的退隐是一种必然。我们能够见证和缅怀的，似乎只能是逐
渐黯淡的经典的背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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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呼唤好期刊，呼唤好主编，但是根本的还是好体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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