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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间诙谐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并不急于一定要将幽默、滑稽、诙谐、笑与讽刺等作严格的区分，
同样，也不刻意强调文人幽默与民间诙谐之间的“本质区别”。通过重读以20世纪80年代地域文化小
说为中心的作家作品来探讨从民间诙谐文化角度进入当代文学研究的可能性，继而全面展开90年代以
来的民间写作和后现代性文学写作中民间诙谐文化因素的分析；以赵树理为中心反思民间诙谐文化是
如何经过延安文艺和新中国文学逐渐萎缩和变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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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曾军，男，湖北省沙市人，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艺学和文化理论与批评研究。许鹏，男
，陕西商洛人。现就职于上海立信会计学院，研究方向为文艺批评与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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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问题的提出和视野的引入
 第一节 与“民间诙谐文化”有关的几点辨析
 一、什么是“民间”和“民间文化”
 二、什么是“诙谐”和“民间诙谐文化”
 三、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谈论“当代文学”与“民间诙谐文化”的关系
 第二节 笑文化的中国传统
 一、诙谐方言
 二、诙谐文艺
 三、诙谐民俗
 第三节 民间诙谐文化的当代形态及其文学表现
 一、当代文化语境中的文化传统问题
 二、民间诙谐文化的当代形态
 三、民间诙谐文化的文学表现
第—章 “丑角之死”：民间文化中的喜剧精神
 第一节 从青春泼辣到拘束慎重：赵树理喜剧精神的消散
 一、民间文艺的正典化：“赵树理方向”
 二、丑角形象的两种走向
 三、“新故事”的讲法：民间艺术形态与赵树理文体选择
 第二节 暴露还是歌颂：喜剧性矛盾冲突的政治学
 一、反面人物的刻板形象
 二、夹缝中的民间：以五六十年代的喜剧创作为中心
 三、胜利者的欢笑：人民内部矛盾的喜剧化
第二章 地方性幽默：地域文化中的诙谐传统
 第一节 方言的那个味
 一、味之美：方言作为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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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奇异民俗的想象
第三章 粗鄙的升格：民间写作中的幽默诙谐疆
 第一节 莫言的怪诞式诙谐
 一、莫言越来越幽默？
 二、“炮”与“吃”：《四十一炮》的“怪诞现实主义”
 三、《生死疲劳》：怪诞式诙谐的限度及其问题
 第二节 刘震云的“河南式幽默”
 一、拧巴：河南式幽默的自觉
 二、刘震云小说写作的“拧巴”史
 三、“拧巴式幽默”的叙事特征
 第三节 刘恒的贫嘴
 一、贫而不厌
 二、俗而可堪

Page 4



《民间诙谐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

 三、善而有趣
第四章 “愚人”之智：“后现代性”的戏谑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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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侃爷说话：颠覆反叛与荒诞戏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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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王二”王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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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智谑：“自由”与“理性”的诙谐
 三、文体狂欢：反体裁写作
 第三节 无厘头的大话文学
 一、无厘头喜剧与大话文学的兴起
 二、冒犯与反叛
 三、网络·愤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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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直觉得作现当代文学的文化研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虽然这本书从诙谐文化上谈，视角比较
新，但有些观点很牵强，值得商榷，尽管作者在考证上和论述上下了不少的功夫，读后感觉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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