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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档案》

前言

摆在我面前的是一本近三十年中国当代文学史。有关当代文学史的著作很多，但都是从1949年谈起，
“当代”比“现代”长，而且越来越长，这个奇怪的命名错位，成为特殊的中国式“必也不予正名”
。治中国文学的数量巨大的学者，当然也在关注1978-2008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只是称之为“新时期
”。如果“新时期”延续至今，就不再是“新”时期。命名如此，各种著作的论述重点所在也如预想
的一样，一般把重点放在一段时间，此后只是充满遗憾的余音。如果把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切成三个
三十年，那么1978-2008是我们明明白白当之无愧的“当代三十年”。皇帝穿着别扭的新衣虽然人人都
能看见，我们却需要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人韩晗把这句话说出来。现在韩晗不仅说了，而且把它说成
了一本有条有理有据的书，学者们没有理由不仔细听听他的论辩。这个三十年的文学史，的确需要特
殊的学养背景才能写出来：“当代”三十年的中国文化，几乎是坐过山车，转弯，转弯，再转弯，似
乎能转的弯子已经转完，全世界又开始转弯，全球的文化结构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国文化急速地融入
全球变化的大背景，于是弯中有弯，弯道更弯。对于一个观察者，一方面是景象万千，山外有山，另
一方面是应接不暇，纠缠不清。中国作家和诗人，在这三十年中更新换代的速度频率，应当说比中国
历史上任何时代都剧烈：先前时代，更新是按年龄推移自动推进，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才人出
；如今是奇峡深谷，急流中不由自主，不想下台的已经无法再写了，不想搁笔的却被新人替代了。作
家不是模特，不是运动员，写作应当是毕生的事业，所谓文章老成，文坛本不应当如此迅速地更换“
领唱歌手”。当年李鸿章看到那几艘笨拙的炮舰，就感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而1978-2008这三十
年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文化在互联网上飞翔，整个人类文化已经不复旧观。当代中国文坛，不是一
个单纯的文坛，而是中国与世界文化巨变中的文坛；不只文坛在变，而是整个文化在变，这个变中有
变的局面，不是任何一国的任何一代人所能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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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青年人的视角、通俗生动的散文化语言，翔实丰富的史料与图片以及新颖的观点描摹了1978年
以来三十年中国当代文学的诸多文学现象、思潮的演变。全书附有近百幅珍贵的插图与历史照片，内
容平实易懂，既照顾了思想性，又具有很强的故事性，文字具备散文性的特征，可读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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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晗，男，祖籍河北衡水。1985年4月出生于湖北黄石。青年文学学者、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
国国民党机关报、台湾《中央日报》（2009年9月25日）如是评价，“（韩晗）具备敏锐的批评视角与
扎实的学术功底。”《欧洲时报》（2010年4月28日）则称赞“作为大陆八零后文学家的韩晗，有着一
贯性的批判风格与学术视角”。自2005年至今，韩晗已经连续三次以最年轻获奖者的身份问鼎中国国
内戏剧界最高级别学会奖——中国戏剧文学奖（China Drama & Literature Award）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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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言说”在这里变成了一个有趣的工具。可以这样说，作家自身的文化背景构成了结构主义文
本中的“言语”，而“汉语书写”则成为整个语境中的“语言”。当以“语言”为现象去探求“言语
”与“语境”的本质时，所产生的文学意义，远远超过了单纯以“言语”向“语言”过渡时文本所带
来的审美效能。其二则是对于“文学”自身的认同性。可以这样说，相当多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仍然
是在依靠政府赞助、基金会补贴出版的，实际上这并不利于“族裔文化”的传播与保留。作为一种原
本就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族裔文化”，若是再被更不为人所知的外在体系、结构所包裹，那么这种
文化的存在意义也就只限于自我的内部传播。这样反复传播，导致的结果就是“族裔文化”与作为载
体的文本相互依存，最后仍然不得不“原地踏步”。当然，这个“瓶颈”需要评论家——尤其是主流
评论家与作家们共同努力，才能突破的。凭心而论，评论家中精通后殖民主义、族裔文化的并不在少
数，但是他们却未能很好、很认真地将目光聚焦在我国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之上，而是盲目地将研究视
域投向到拉美、印度、非洲等国的“族裔文学”。受到主流评论家青睐的少数民族作家也就仅有阿来
、张承志、叶梅、霍达等少数几位。如果说五十多年前，玛拉沁夫先生向中国作协上书，要求政府扶
持少数民族文学事业是从“文学史”的角度来声明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话，那么时隔五十多年的今天
，“少数民族文学”亟需突破的“瓶颈”则应从“文学评论”与“市场关注”的角度来强调少数民族
文学参与的重要性。当然，事关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评论的学术期刊、专家学者与出版社在这五十多
年里仍有着令人瞩目的发展，但是与汉族作家的受重视程度相比，这个发展仍然缓慢了些。须知文学
评论、文学理论研究的滞后，对于一种具体文学范式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阿来的《尘埃落定》之所
以受到评论家们的关注，除了文本自身独有的影响力之外，作为作品本身的“文学”认同性，对于市
场的切合性，仍然是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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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5年之后，对于“文学史”的认识又重新被关注起来，这既与本世纪再掀“重写文学史”热潮有关
，亦是受到西方文艺学、传播学等外来学科理论的影响所致。在这两重背景下，“文学”与“文学史
”这两个概念又重新获得了被审视、认识的可能。如何认识这两个概念各自的内涵，或者说两者之间
究竟是何种关系，构成了当下中国文论界与文学史界一个较为重要的命题。“当代性”是笔者在本文
中着重提到的一个概念，目的是辅助诠释当下语境下文学与文学史的价值观念、存在形式与现代性危
机问题。当意图去厘清“文学”与“文学史”作为一种文学体制个体时，两者如何相互作用或者产生
何种作用便构成了一个具象的反思对象——此为“文学／文学史”这个重要命题的理论延伸。由此可
知，以“当代性”这个切人点，分别解读“文学”与“文学史”的问题，则有助于对上述问题做一个
根本性的梳理与解答。一、从“现代性”到“当代性”“现代性”是困扰文学史的一个问题，而“当
代性”则是困扰文学的一个问题。在西方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研究过程中，“现代性”是一个发端较
早的美学命题，也是一个历时I生的概念。“现代”的意义并不是为了树立某一种批评样式、文体风格
或思想体系，而是为了厘清“现代”与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以及浪漫主义之间的差异。美学或哲学
的“现代”，实际上是将美学或哲学的原理与范畴，从语言学、心理学与叙事学中“解放”出来，重
新获得被诠释的可能。而“当代性”则是一个共时性的概念，即本身是与历史脱节的。与“现代性”
相比，“当代性”更具备批判意识。“当代性”对于文学史的意义则在于：文学史的书写是后发的，
即文学史的书写过程无法超越文学史书写者的自身局限性，而这层局限性又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研
究者在做文学史的审理时，很容易以自己的眼光或判断力去审视之前的观点与个体组成，而这又是以
“当代性”的视野为出发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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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从历史的标准要求一部历史，这本书是一部杰出的文学史，它从当今的角度回望并洞穿地注视今天，
给我这样的过来人以新鲜异样的眼光，给正在走来的年代一个内外穿越的视野。　　——四川大学中
文系教授、《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作者 赵毅衡韩晗这部著作写得相当出色，很有才气
，不是教材式的按部就班，有着自己的思路、体例，对作品的评点要言不烦，很有见解。　　——北
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现代性》作者 陈晓明新时期文学已经有30年了，
今年各地也纷纷举行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对文革后的文学状况确实也需要做学术性清理。所以韩晗的
这个选题是很有意思的。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当代文学史》作者 洪子诚我差不多花
了三个小时读完了韩晗的书稿，总的感觉就是惊喜。没有想到韩昭有如此的功力，写出了如此优秀的
文字。虽然我不治文学史，但也充分享受到了阅读的快乐。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研究员、《岳村政治》作者 于建嵘全著论从史出，结构严谨，体现了韩昭敏锐的批评视角与扎实的学
术功底。尤其在书中深入比较研究了两岸网路文学的发展，从内容到体例上都非常完善。其出版不但
填补了大陆学界“新时期文学”系统性研究成果的空白，更是台岛第一部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系统
专著。　　——台湾《中央日报》，2009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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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文学档案:1978-2008》是由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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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好書。
2、韩同学在学术上有许多可圈可点的地方，但是在语言的通俗生动上有待提高。本书最出色的是韩
同学的引用，写得可谓“生动”的，只有评述余杰那段。第二版中将王小波和路遥剔除，有其是将王
小波从新文学这个概念里剔除，不是所谓的“书商爱好”和“读者偏爱”所能文过饰非的。重写的新
文学史，并不是为了剔除以“死后成名”的作者。而是为了选出真正应该载入史册的杰出作家~~
3、有些新意。但大的创建谈不上。也就这样。
4、看了这个再去写叶导的论文吧~
5、不错，很少见的一种写法
6、作为华南师大的研究生，这本书是俺们滴必读书目，八零后终于在文学史界有代言人了！这是一
个时代地进步！
7、嘿嘿，还是韩晗师兄送的签名本呢，不过类容要是更详实一些就好了
8、在《书屋》杂志上看到台湾学者对这本书的推崇与对年轻作者的肯定，买来看后，发觉给动不动
就出大师的现当代文学史来了一个小清新之风：档案散文。韩晗的才气和实力都勿庸置疑，美中不足
的是小清新不能重写主流历史。所以这本书更适合当成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有趣视角，一种途径。
可以将它当成一个自己心仪的女子去观照，去印象，而无法撼动老气横秋却规矩严肃的教科书地位。
9、改写文学史，喊了许多年，终于看到了一点儿行动。
10、不认识不了解作者，但读了之后，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讨厌作者。实话说，才子书，但也把恃才
者的轻浮和自吹自擂体现得淋漓尽致。看目录，觉得应该有见地，但你看过哪本书在主体前后全是引
用别人的话来夸自己的？还引用某豆瓣网友的话，但搜出这个网友的页面，发现是个空账号。你见过
哪个人在后记中说谁谁“高度赞扬”自己的？并且，书写得再简略都有理由，但你见过哪部严肃学术
著作没有注释，以至于连“参考文献“都要改成”附录书单暨参考资料“？一本文学史有没有价值不
在于它的”青年人的视角“或中老年的视角。否则文革时革命学生自编的文学史为何成为废纸呢？
11、走马观花的文学史....
12、七分半。简明扼要。
13、文学青年做学术，取材有失，外国理论加上浮光掠影的点评，略显稚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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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我是华南师大的研究生，导师让我们看这本书，作者比我小，是湖北老乡。刚读到这本书时，很
兴奋，因为他代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想法。我承认，这本书很多地方不是那么令人满意，但是这却是
一批知识分子走向学术界的标志，我相信，未来二十年内，“韩同学”会变成“韩教授”甚至会成为
“韩大师”，那时，这本被奉为经典的《新文学档案》和现在一样会被人骂，会被人捧，只是，比现
在多了更多的是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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