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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后革命氛围中的革命历史再叙事:1990年代以来小说中革命历史叙事的文化取向和书写方式》以1990
年代以来小说中的革命历史叙事为研究对象，以经典革命历史文本为参照，借助于文本细读和社会历
史批评方法，着重分析“后革命氛围”中革命历史再叙事文本的文化取向和书写方式，整体透视中国
当代文学中革命历史叙事的发展脉络，并由此为文学未来的发展趋势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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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斐娟
女，1 980年1学博士，现执教于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主持和参与省部级课题多项，并在学术期刊
上发表论文十余篇。目前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并致力于中国当代小说和农民
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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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一、问题缘起、研究现状与本书思路 1.问题缘起 2.研究现状与本书思路 二、革命话语的演变与“
后革命氛围”释义 1.革命话语的时代变迁 2.何谓“后革命”与“后革命氛围” 三、革命历史叙事与革
命历史再叙事 1.经典革命历史叙事的建构 2.革命历史再叙事的文化取向与书写方式 第一章 续写：文化
怀旧中的英雄归来与神话再造 一、怀旧中的续写：革命精神的深情拓摹 1.政治延续与合法性证明 2.大
众怀旧与精神救赎 二、英雄主义情怀的回归 1.英雄的复出与改装 2.暴力美学与身体诠释 三、理想家庭
秩序的再建 1.皈依父亲 2.夫唱妇随 第二章 补写：历史疑惑中的思想偏转与话语突围 一、疑惑中的补
写：革命内涵的平缓位移 二、聚焦抗日：民族主义话语的出场 1.民族情感主导下的全民抗日描绘 2.对
国民党道德评判的弱化 三、反观传统：多元思想文化的对话 1.人道主义对革命道德的穿越 2.民族创世
追求与现代革命镜像 第三章 改写：批判视域中的理想解构与神圣祛魅 一、解构中的改写：革命意义
的轰然瓦解 1.裂变思维与重写冲动 2.现实反思与历史批判 二、乡村革命的幻象 1.农民革命图景的瓦解
2.乡村文化逻辑的重启 三、以个体的名义虚化革命 1.个体价值的追寻与革命魅惑 2.从边缘介入革命历
史的性别诉求 第四章 戏写：娱乐消费中的狂欢谐谑与传奇重构 一、娱乐中的戏写：革命外壳下的快
感释放 1.大众文化与快感追求 2.红色资源与消费革命 二、革命故事的戏说与笑看 1.革命场景中的狂欢
化书写 2.故事新编中的风流余味 三、谍战传奇与大众趣味 1.复杂惊险的情节 结构 2.推陈出新的叙述方
式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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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即便其中有些作品和市场结合紧密，由公司单独运行文化生产的全过程，但其中的重要环
节与国家体制有着密切关联。国家对这类担当革命正史讲述任务的作品的监管较严，更是在主题、人
物塑造和历史事实等方面给予原则性的指导。在行政力量的干预下，这些影视作品形成了一套固定的
艺术表现模式，显得较为刻板，却以不可随意变更的严肃性和同一性昭示着革命历史讲述的权威性和
正统性。文学虽然在这一时代逐渐从中心滑入边缘，不再简单地依附于政治，但其中的革命历史叙事
仍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革命时期的写作主题，赋予革命历史以整体的政治意义和道德化的思想内涵，
为现有政权继续提供形象化的历史图景说明和生动的合法性论证。 “我们所确定的关于未来的意图，
制约着我们确定过去的意义的方式。”历史是人们奔向未来的必要参照，革命历史意义的确立是中国
共产党为新中国作出未来规划的一个重要环节。50—7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展示了波澜壮阔的革命过
程，表现出恢弘的革命气势。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在小说中并不具有同
等的叙事地位，而有着主次之分，描写解放战争和抗日战争的作品居多，反映秋收起义、井冈山起义
、五次反“围剿”、长征等革命经历的作品相对来说要少得多。80年代中期以来表现革命历史的作品
进一步扩展了革命历史的写作范围，如《日出东方》（黄亚洲）从“五四”运动开始叙述，描写了中
国共产党成立、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到国共合作进行北伐、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八一”南昌起义、
秋收暴动、井冈山朱毛会师等一系列历史事件。《地球上的红飘带》（魏巍）全景再现了红军长征的
整个过程。小说按照自然的时间顺序，追踪描写了红军血战湘江、攻占遵义、四渡赤水、穿越金沙江
、抢过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攻破腊子口，最终到达陕北的坎坷征程。《第二个太
阳》（刘白羽）以历史回溯的方式表现了大革命失败后到建国这一段时间的革命经历。另外，《皖南
事变》、《红土黑血》（黎汝清）、《长城万里图》（周而复）、《亮剑》（都梁）、《历史的天空
》（徐贵祥）等作品，试图以广阔的视野观照中国的革命历史进程，全面地反映革命战争场景，显现
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伟大革命事业。从一定意义上讲，集体记忆与历史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同一性。柯林
武德说：“历史最本质的东西就是记忆和权威。如果一个事件或一种事物状态要历史地成为已知，首
先就必须有某个人是识知它的；其次他必须记得它；然后他必须以别人所能理解的词句来陈述他对它
的回忆；最后别人必须接受那种陈述并当作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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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后革命氛围中的革命历史再叙事:1990年代以来小说中革命历史叙事的文化取向和书写方式》由湖北
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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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博论。比根据出版社和作者单位判断的想象要好。但还是配不上当初看到副标题时的那种急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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