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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叙述与新时期文化》

内容概要

《华夏边缘叙述与新时期文化》借重当代建构论民族研究的理论成果，从华夏边缘叙述的角度对“寻
根”文学思潮、“文化中国”想象（包括“传统文化热”和“上海怀旧潮”）和大众文化的“东北风
”等重要的新时期文化脉络进行了重构性的描述和分析，在为文本和文化现象提供新的解释的同时，
集中探讨了不平衡的历史地理想象与连续、同质的社会时间感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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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岩，1978年生于辽宁省沈阳市，1997-2004年就读于四川大学，先后获文学学士和文学硕士学位
：2004-2008年就读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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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并不了解她，但敢于断定”，显示出了这种遥想在80年代后期以降的中国的普遍性。张爱
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消失了近四十年后被人们再度“忆”起，与其说是一次本土发掘，毋宁说
要归功于一种渐次内移为中心的外缘“断定”，真正被心悦诚服地迎归的，既非一位40年代的上海女
作家的精魂，亦非一般意义上的“海外观点”，而是后冷战语境中的不战而胜的冷战胜利者的权威定
见。如戴锦华所指出，“冷战年代，张爱玲在不同脉络、版本上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命名与匿名，
首先是特定的政治动因，并非她的全盛期的作品与文学成就，而是她江郎才尽之作：《秧歌》、《赤
地之恋》成了张爱玲获得命名之讳莫如深又心照不宣的现实驱力。在冷战分界线的彼岸，这一姿态令
张爱玲洗脱了通俗与沦陷区写作的双重‘污点’，于海外中国学、准确地说，是美国中国学——作为
美国冷战学科的‘区域研究’之现代文学史上脱颖而出。当同样的趋动，使得张爱玲于新中国现代文
学史的书写中踪影全无，成了并非惟一的文化失踪者与不可见的意识形态‘天窗’之时，张爱玲则在
依冷战逻辑全面蒸发、几乎成为绝对空白的台湾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放大凸显”，而改革开放后的
大陆文化人对张爱玲的“钩沉”和经典化，则不但“显影了美国中国学至文学研究对中国大陆的学术
回流”，而且“含蓄且昭彰地成就了后冷战时代的一份‘告别革命’的选择与姿态”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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