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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

内容概要

本书运用近年比较新兴的批判理论探讨文学史写作以及文学研究的一 系列相关问题，通过把“文学史
”放置在一条“问题史”的脉络里，探究 不同类别的文学史框架如何在不同时代的知识和制度语境的
支配下累积起 自己的问题意识和表述问题的方式，力图在更大的背景上考察文学研究的 境遇、问题
和方法。对于文学研究者了解文学研究现状，形成新的问题意 识，本书可视为是反思层面上提出的研
究导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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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

书籍目录

◎导论 “知识考古/谱系学”视阈中的文学史问题
第一节 从“重写文学史”到“知识考古学”与“知识谱系学”
第二节 “知识”与“文学性”
第三节 “知识化”与“价值评判”
◎第一讲 “文学史”与“历史”
第一节 “历史”之建构
第二节 “历史”宰制下的“中国文学史”写作
第三节 “历史”宰制下的“中国新(现代)文学史”写作
一 《中国新文学大系》
二 《中国新文学史稿》
三 “重写文学史”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第二讲 “文学史”与“制度”
第一节 制度转换：从“天下中国”到“民族国家”
第二节 “文学史”的功能
第三节 制度规约下的“文学史”写作
◎第三讲 “反文学史”命题
第一节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第二节 没有“现代文学”，何来“古代文学”？
第三节 没有“当代文学”，何来“现代文学”？
◎第四讲 “左翼文学”的“现代性”
第一节 没有“五四文学”，何来“左翼文学”？
第二节 道德批判与知识反省??以巴金《随想录》为例
一 巴金与民粹主义
二 巴金与无政府主义
三 “忏悔”与“辩解”
◎第五讲 几个“关键词”
第一节 “文学性”
第二节 “个人性”
第三节 “日常生活”
◎第六讲 “中国问题”、“中国方法”与“中国性”
第一节 民族国家框架中的文化认同
第二节 “国学”即“西学”
第三节 “普遍性”与“特殊性”
第四节 “中国性”及其“中国的现代性”
◎结语文学的“内”与“外”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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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

精彩短评

1、李杨了不起，将来会重读。
2、首图
3、柄谷行人的书我也看过，却是看了这本才懂⋯⋯是我太笨了还是原书翻译太差
4、今天与他度过。反应过来是什么日子之后，特意百度了下他的照片⋯⋯
5、考研必看
6、在问题意识和思考方式方面受益颇多，启发性强。不过⋯⋯也大抵明白了中文系何以与作品渐行
渐远。
7、与洪子诚老师的《问题与方法》等隔空对话的“课堂讲稿”。
8、真喜欢这本书，虽然装帧不好看（你快够了）。李杨讲什么东西都很清楚，还不装逼，好评。
9、对福柯知识考古学的运用十分熟练，甚至，有点过于熟练⋯⋯说的没什么问题，不过总觉得有哪
儿不太对劲。关于后学再去翻其它书。
10、深受启发。接下来要好好读福柯！
11、作者竟然引用了很多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很好奇他真能完全读懂国内的译本？还是读了英文
或者王德威的译本，出注时假装了一下
12、看得出多年前那场对谈对李杨的启发和巨大影响。和《文化与文学》那本书有较强的承续关系。
过多的启发只能慢慢梳理。对价值问题的逃避也许就是解构与颠覆者的宿命，因为过于骄傲和警觉，
想绕开一切无所不在的“本质论”或某种固定价值的诱惑和陷阱，以至于只能永远“彷徨于无地”。
马歇尔·伯曼对福柯的讽刺依然有效，但所谓“片面的深刻”，永远只能是片面而深刻，这不是精华
和糟粕的两分。
13、有点啰嗦，但根底扎实。
14、好书，值得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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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

精彩书评

1、导论把文学作为一种知识加以反思，第一讲是对文学史从历史学科中承接的史观加以反思，第二
讲是将现代文学制度与现代民族国家作为相互生产的两个方面加以反思。（今天晚上我有点理屈词穷
⋯⋯）第三讲讨论历史观及其断代，第四讲讲现代性。第五讲让几个自然化了的词现出原形，第六讲
我买到的书竟然漏了很多页⋯⋯从导论到第二讲分别把“现代文学史”中的“文学”、“史”、“现
代”一一考察，然后发现没有一个靠得住的，这就是这本书的方法论部分。我觉得比较惨的就是，本
来文学、历史都是些靠不住的划分，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历史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谁的文学、谁的历史
，可是第二讲中作为批判对象的文学史毕竟还是作为一种历史被批判的。作者指出文学和历史是曾经
存在的，但它不是能写在纸上的真理，而是过去了的东西或者是被扬弃了的东西；于是可以说历史和
文学是偶然出现的概念，是会过去的，不知道是我现在已经糊涂了还是怎么地，我觉得这么说挺黑格
尔的。可黑格尔还有第三句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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