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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焦虑》

内容概要

《价值焦虑: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热点反思》对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中存在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全
面深入的反思。作者对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做了价值反思，对文学终结的焦虑与思考，失语与转换的
价值焦虑以及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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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焦虑》

作者简介

盖生，男，1956年8月生，辽宁沈阳人。江苏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
从事文艺理论和美学教学、研究20余年。专业兴趣领域主要是文学理论学和文学理论前沿问题。专著
《文学理论当下形态论：文学理论学探索》获江苏省重点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在《文艺理论研究
》、《文艺理论与批评》、《社会科学战线》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其中，有部分被中国人民
大学报刊资料《文艺理论》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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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焦虑》

书籍目录

绪论  何为热点，以何反思第一章  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再认识  第一节  对文艺与政治关系讨论的价值盘
点与意义反思  第二节  讨论对创作影响及对应走势  第三节  文学的政治理性与政治约律  第四节  先进
的政治理念：文学人文精神的重要纬度    一、政治伦理与人文精神    二、政治性与审美价值    三、当
下文学写作政治神圣感的缺失第二章  关于“文学是人学”命题的价值反思  第一节  关于文学的人学性
质的讨论    一、第一次人学讨论的兴起与潜隐    二、对第三次人学讨论高潮的价值反思    三、人学的
变体：对文学主体论的理性回眸    四、消费时代语境下的文学人文精神失落的寻思    五、现实主义理
论本体化改造：人学文学理论建构的学理基础    六、重提文学的社会意义  第二节  文学理论的人学趋
归：以价值论为哲学基础    一、人学文学理论与传统文学理论    二、传统文学理论的入学遗传基因及
其变异    三、构建人学文学理论的可能    四、人学文学理论要以价值论为哲学基础  第三节  价值论：
文学理论哲学基础的整合、提升之本  第四节  人学文学理论的落实与深化：人文现实主义理论的构建  
 一、为什么人文现实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是价值论？    二、人文现实主义理论建构的现实依据    三、
人文现实主义理论与经典现实主义理论第三章  关于文艺学学科反思的反思  小引  以什么为立足点进行
反思  第一节  如何理解文学理论的“过剩”    一、文学理论“过剩”是文学学科体制化的结果    二、
文学研究的学理化，必然导致理论“过剩”    三、人文性是文学理论的基本价值之    四、如何理解文
学理论的“过剩”  第二节  文学理论的效用危机与价值剩余    一、对文学理论的效用的反思    二、文
学理论的有效范围    三、文学理论的价值剩余    四、文学理论研究的两种价值取向  第三节  文学理论
的科学创新与健康发展    一、什么是文学理论的创新    二、文学理论创新与发展的基本向度    三、文
学理论的创新、发展与文学事业的整体和谐第四章  迟到的争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吗？  小引  
如何给文学定义  第一节  “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命题的理论语境  第二节  “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
命题的提出的理论动机  第三节  争论的缘起  第四节  关于文学的定义    一、“审美意识形态”并不能
涵示文学的本质    二、“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命题的理论后果    三、文学是语言艺术——一个命
题的还原第五章  “失语”与“转换”的价值焦虑  第一节  语境探析  第二节  “失语症”与“转换论” 
第三节  怎样理解和进行古代文学理论的现代转换    一、价值论与中国古代文论的逻辑关联    二、对古
代文论研究价值的宏观评价    三、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价值之思    四、中国古代文论
的价值定位    五、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价值取向第六章  对“文学终结”的焦虑与思考  第一节  由
“终结”引起的焦虑  第二节  对“文学终结论”的思考    一、文学能否终结    二、文学为什么不会终
结    三、消费社会的文学走向第七章  全球化语境文艺学身份的焦虑  小引  关于全球化文艺学身份的讨
论  第一节  关于文艺学学科身份的危机  第二节  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学科边界的讨论  第三节  日
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关系的辨析    一、“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有什么关系    二、假文艺学之
名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的负面影响    三、“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联宗动机的深层追问    
四、“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理论归属  第四节  对文化研究的价值反思  第五节  文化研究的价值定位    
一、文化研究至多是文艺学研究的一个影响源和补充地，而不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以文化研究
替代文艺学的结果是给文学及文学研究带来灾难而不是转机    三、文化研究其实是一种理论虚构  第六
节  文化研究的学科归属与出路  第七节  对大众文化的思考  第八节  文化研究退潮与文艺学的新进展    
一、是否需要和谁需要文化研究？    二、文学的文化研究退潮的历史必然    三、对文艺学研究的展望
结语  失去热点后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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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焦虑》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再认识第一节 对文艺与政治关系讨论的价值盘点与意义反思毫无疑问，基
于长期以来极左政治对文学的干预，尤其是十年动乱期间政治对文学的影响，随着“四人帮”的粉碎
，思想的解放和政治的逐渐解冻，文学理论界必然会首先重新审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因为这是文学
能否获得创作自由、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所以，尽管文学创作领域正以空前的热情，自觉地与
主流意识形态合作：控诉极左政治，声讨“四人帮”，欢呼胜利，讴歌国家新生、民族新生、人民新
生、文学新生，但理论家们并没有因此而溺没理智，他们在欢呼之余，仍然保持了应有的清醒。因为
他们清楚，文学与政治毕竟不是同类，在社会结构中，它们分属不同的层次，有着不同的社会属性和
功能，在具体的价值取向和追求目标上，也各不相同至少是各有侧重。合作的蜜月也许是短暂的，文
学的批判性是它与生俱来的品格，失去批判性的文学只能是玩物或花瓶。此前的教训太深刻了，文学
依附于政治门下，仰人鼻息，处处讨好，还动辄得咎。必须趁政治清明、宽容，在理论上为文学争得
属于自己的位置，即“为文艺正名”。于是，理论界开始对多年习以为常的非学理性的理论命题进行
反思和质疑，这就是“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论”、“从属论”首先受到质疑的原因。众所
周知，最先对政治工具论提出疑义的，是1979年上海的《戏剧艺术》第1期发表了陈恭敏的文章《工具
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因为是第一声音，文章仍然坚持多年的反映论，但能够
对似乎已经是无可置疑的“工具论”提出疑义，也算是够大胆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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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焦虑》

编辑推荐

《价值焦虑: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热点反思》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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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焦虑》

精彩短评

1、盖生先生这本书对新时期文论热点的介绍评价很有道理，值得一读
2、终结前的滑行？图像时代的挤兑；网络文学的冲击；消费社会的消解。
3、当代文学课题研究必备，很有启发性的，赞。
4、看得我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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