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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作者的文化批评随笔选集。主要包括思想随笔、文化时评、流行文化解码等，入选文章有相当
一部分发表在大众媒体，已经在读者中间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文选内容涉及领域广泛，既有快捷犀利的
文化时评，又有精确专业的文艺分析，批判的锋芒毕露，直指整个人文社科领域，并形成独有的批判
体系。文化热烈、浪漫而又繁复多变，同时又将学术思想的严谨性与大众媒体的灵活简约的特征结合
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学和解构性的批判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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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闳，文化批评家，文学博士，专栏作家，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文化先锋网】
（www.whxf.net）和【文化批评网】（www.21whpp.com）总监。主要著述有：《声音的诗学》、《文
化街垒》、《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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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喜欢这个风格的批评,文笔流畅易懂又深刻,一针见血.
2、张老师的《文化街垒》，议论风生，性情凸显。比如：关于中学语文教学的观点，很有力量，可
以做“大”文章的。但可能是职业原因，太不顾忌读者了，就像一个在课堂上自言自语的老师一般，
并不把学生放在眼中。
3、张老师的书，我是一定要买地!还有詹丹老师,盼望你们多多出好书,学生我一直在关注
4、2009.09.20
5、通俗文化
6、王菲是塞壬，这个说的好
7、文章基本很短感觉说得不透彻。读十年前的文章，有些恍惚，这十年又是一波文化衰退。
8、一本杂文集，看着还不错，有些理论还是值得一看的，虽然杂文的作者没有名人！杂文重在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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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文化街垒》（张闳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6月第一版）《文化街垒》文风锐利，如四川麻辣
火锅，味道十足。在纷乱耀眼的文化现象面前，张闳以医生般对疾病的敏感，用手术刀划开当下文化
诸多病症，“图穷匕现”，直指要害，不留情面，“搅动了文化界的一潭死水”，展现了自己一贯的
批评风格。不得不说的背后隐含着法国思想家朱里安·班达所说的“价值的顶峰是正义”，真正的批
评家从来就是怀璧其罪。《文化街垒》承袭了网络时代的文风，以大胆而富冲击力的标题震惊我们的
阅读期待，凸现了言说的快感。然而与一般浮躁花哨的媒体批评不同，《文化街垒》始终保持着对文
化背面的深度阐释，找到了通过语言将要抵达的彼岸，始终没有迷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作为文
化批评家的张闳挺身而出，在网络以及大众传媒写下属于个人性的先锋批评，穿透学院派保守陈旧的
遮蔽，把自己推到文化现象的前沿阵地，以笔为旗，在每一个可能的街角堆砌街垒、在任何一个角落
伺机出击，舌战群儒，没有顾忌。将评论、叙事和描述“混为一谈”，打造出一种非常个人化的文字
风景。“批判是我永远的立场，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也不会改变。如果说要有什么变化的话，只会变
得更加尖锐，更加广泛和更加具有针对性”）——张闳如是说。
2、批评是一个及物动词——评张闳《文化街垒》　　　　一次偶然的浙江之行，让我结识了上海的
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先生和张闳先生，后又蒙张闳先生惠赐大作《文化街垒》（湖南文艺版）一书，快
读一番，文风锐利，如四川麻辣火锅，味道十足。在纷乱耀眼的文化现象面前，张闳以医生般对疾病
的敏感，用手术刀划开当下文化诸多病症，“图穷匕现”，直指要害，不留情面，“搅动了文化界的
一潭死水”，展现了自己一贯的批评风格。不得不说的背后隐含着法国思想家朱里安·班达所说的“
价值的顶峰是正义”，真正的批评家从来就是怀璧其罪。　　《文化街垒》分为四个部分：涂鸦时代
、文化时评、文学现场、书界点射。这样的分类并非特别重要，其实书中所有的文字都指向当下的文
化热点与文化事件（其中还包含若干娱乐风潮），将学术思想的严谨性与大众媒体的灵活简约的风格
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学和解构性的言说方式，明显带有网络时代的叙事痕迹，强
调对现实的关注与介入，对于清醒认识我们这个喧嚣而肤浅的时代面目大有裨益。　　世间许多问题
，谈大者容易空泛，不着实际；谈小一些反而可以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正如庄子云“道在屎溺”。
现在的许多论著往往以大取胜，看不到细节，看不到与生活现实相关的联系。只见其空，只见其大，
而且还打着正统学术的旗号，仿佛是一尊不可动摇的金佛，其实一纸佛耳。张闳深知其弊，不走学院
派陈腐的批评旧路，而是张扬自由独立的“短兵相接”式批评，撩开流行文化背后的神秘面纱，让我
们看到其中的虚空丑陋之处。　　尽管与所谓的“文化大师”余秋雨同在一个城市里生活，但张闳批
评起来，并不给余秋雨任何面子：“通过余秋雨的散文，总是可以看到他在历史迷雾所笼罩的深闺中
，向现实的权力发出迷人的媚笑。而这种迷人的笑容，则被一般读者理解为文化本身的光芒，他们甚
至感谢余文用虚伪的文化光芒照亮了他们蒙昧的双眼。”（《“媚语大师”余秋雨》）在许多批评家
与作家互相精神抚摩的时候，张闳亮出自己不妥协的立场，维护了批评家的存在。　　以往的流行文
化是“从上至下”，先从文化精英中兴起，数年后才为一般老百姓所知晓。而今天的流行文化则是“
从下至上”，从网络及各种大众传媒中生发出来的热点，泛滥成灾之后方才进入精英学者的视线之中
。面对王菲、面对陈逸飞、面对王家卫、面对张艺谋、面对冯小刚，作者都把这些曝光人物摊放在阳
光之下，揭示其宿弊、指正其垃圾，譬如在“张艺谋的雅典黑色8分钟”一文里就写道：“正如阿Q代
表了中国的国民性一样，张艺谋则是当下病态文化的典型。”　　1980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合唱的时
代，而2000年代则是速朽的流行文化时代，什么刀郎的赝品歌声、瑞奇·马汀的臀部魅力、杰克逊的
娈童丑闻，这些名字如过期的可乐，气泡冒完之后，似乎什么也不是了。而两三年前，他们正在大众
的文化生活中兴风作浪，引发无数粉丝的迷狂与尖叫。文化速朽的时代，对批评家是一个考验，没有
这些文字的、口头的、网上的———评论家群体的命名，我们的这个时代将是一场没有自我形象的空
洞闹剧。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作为文化批评家的张闳挺身而出，在网络以及大众传媒写下属于
个人性的先锋批评，穿透学院派保守陈旧的遮蔽，把自己推到文化现象的前沿阵地，以笔为旗，在每
一个可能的街角堆砌街垒、在任何一个角落伺机出击，舌战群儒，没有顾忌。将评论、叙事和描述“
混为一谈”，打造出一种非常个人化的文字风景。“批判是我永远的立场，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也不
会改变。如果说要有什么变化的话，只会变得更加尖锐，更加广泛和更加具有针对性”）——张闳如
是说。　　《文化街垒》承袭了网络时代的文风，以大胆而富冲击力的标题震惊我们的阅读期待，凸
现了言说的快感。然而与一般浮躁花哨的媒体批评不同，《文化街垒》始终保持着对文化背面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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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找到了通过语言将要抵达的彼岸，始终没有迷路。在这个浮躁的时代里，个人言说是容易的，
但如何言说却成为一个悬置的问题。葡萄牙人费尔南多·佩索阿曾经说过：“思想比生存更好。”张
闳并没有简化这个悬置的问题，在他独具个人风格的言说里，流动着不断的怀疑与否定，不断的反抗
与延迟。　　创作是对是生活世界的发现，批评则是对文本世界的发现。他们是以不同的方式和途径
来探究同一个事物。真正的批评承担对世界的“意义追问”，让我们重新打量习以为常、见惯不惯的
社会现象与文化风向。《文化街垒》里没有中庸与吹捧，正像张闳自己所说的那样：“批评是一个及
物动词”。读张闳的文章，总让我想起一句话：富有创造性的人不附庸思想界的风雅，他往往既不被
他的同代人所理解，也不被他的同代人所赏识。也许智识者的彻悟永远是智者本人的寂寞心事。
3、张闳的《文化街垒》如时代的一把剪刀，修剪着现时的大情小事，透过敏锐的观察力，深邃的思
考，在笔尖流淌出来的是犀利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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