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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证词》

内容概要

《精神的证词》主要包括“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中的现代性问题”、“文学思潮与文化政治”
和“‘介入’的写作”等三个专辑。第一个专辑，是作者2001至2003年间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
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出站报告，是一个体制完整的微型专著，大多都曾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
过。该专辑以现代性的问题意识及社会学、思想史、文化学和语言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了90
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与现代性问题的几个最为关键的方面——即文学自主性问题、话语现代性问题和
汉语现代性问题，分别涉及这一时期民族国家的文学实践、文学出版与文学伦理、文学场域的自主性
重建、启蒙主义的话语坚持和历史调整、民间话语的基本结构与内在问题、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学的语
言自觉等重要问题，见解深刻独到，极具创见；第二个专辑，则分别对新时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
文学思潮中的重要方面和重要问题，如小说潮流的历史演进、文学体制与知识分子身份、当代中国文
学的“再政治化”问题和“新左翼文学”思潮等，在现代性的问题意识和文化政治的关切中进行了相
当深入的研究；而第三个专辑，则从文学知识分子的介入精神的角度，对不同时期分别属于不同潮流
的代表性作家和诗人，如被新的文学史编撰认为属于“潜在写作”的胡风和牛汉的“潜在写作”、属
于“寻根派”和“新左派”主要代表的韩少功、属于“现实主义冲击波”潮流的刘醒龙，以及新世纪
文学中的代表性作家须一瓜等作了重点研究。还以相当严厉的批判性眼光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当代中国
的重要作家王安忆的文学创作，揭示出其介入性的严重匮乏，见解精辟，发人深省，曾经产生过广泛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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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言宏，男，1965年4月生，江苏淮阴人。北京大学文学硕士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复旦大学博士后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
师。著有《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合著多种，另有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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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证词》

书籍目录

第一辑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中的现代性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自主性问题20世
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话语表达与话语现代性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语言变革与汉语现
代性问题第二辑　文学思潮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小说与现代性问题当代中国文学的“再政治化”
问题文学体制、知识分子身份与晚生代写作有闲阶级的“第二性写作”当代中国的新左翼文学批评的
堕落与危机第三辑　“介入”的写作胡风的牢狱写作与晚年心态严酷年代的精神证词——“文革”时
期牛汉的诗歌写作历史深处的精神逼问——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少功的中短篇小说现世空问的批判与
重组——刘醒龙的两部长篇及相关话题重新逼近我们的现实——须一瓜论王安忆的精神局限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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