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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结合作者2000年以来对中国当代文学转型和大众文化的研究成果，引进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方法
，将文学作为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和特殊商品形态进行研究。同时，针对研究生所关注的当前流行文学
现象（市场畅销小说和散文、80后创作、大话文学、文学与影视的互动关系等）进行理论阐释，具有
前沿性和探索性。
第一章至第三章，本书的理论准备部分，对文学、文化、想象力、抒情性、叙事性等概念进行梳理。
第四章至第七章，探讨当代文学和文化的空间经验，即传统文学与文化中的城市和乡村空间的变化问
题。第八章至第九章，探讨当代文学和文化的时间/历史经验，梳理了当代文学史的内在逻辑。第十章
和第十一章，对上述时间－空间经验的主观改写，提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将发展的现代化时间问题改
为第三世界对抗的空间问题，而八九十年代以来则是相反，将空间对抗问题改写为时间、现代化、发
展问题。第十二章至第十五章，讨论当代文学与文化导致的当代精神现象学问题。这样，就将传统的
文学或文化研究的狭义思维拓宽了，使得学生能够通过文学分析指向文化分析或者历史分析，突破了
狭义的审美意识形态局限性。
目录
第一章　文学与文化
第一节　文化与文化研究
第二节　文学与文学研究
第三节　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批评
第二章　三个理论范畴及其变异
第一节　想象力
第二节　抒情性
第三节　叙事性
第三章　文学和文化中的经验
第一节　经验和意义的困顿
第二节　总体性与经验的秘密
第三节　经验的碎片和救赎
第四章　文学与乡土经验（上）
第一节　乡土文化和土地情结
第二节　乡土经验及其遭遇
第三节　文学与重农主义
第五章　文学与乡土经验（下）
第一节　20世纪文学中的乡村经验
第二节　乡村经验的整体神话
第三节　整体乡村和破碎城市
第六章　文学与城市经验（上）
第一节　城市概说
第二节　中国的城市
第三节　城市文学概要
第七章　文学与城市经验（下）
第一节　城市与边缘经验
第二节　城市与内部经验
第三节　电子信息和虚拟空间
第八章　当代文学的传统资源
第一节　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的古典传统
第三节　中国当代文学的启蒙传统
第四节　中国当代文学的民间传统
第九章　冷战时期的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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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战时思维与文学斗争
第二节　冷战思维中的文学选择
第三节　工农兵文学与民粹主义
第四节　极端激进的文学实验
第十章　第三世界与文学问题
第一节　第三世界与“欠发达”
第二节　时间焦虑和依附理论
第三节　第三世界与中国文学
第十一章　第三世界与知识分子
第一节　知识分子谱系
第二节　第三世界知识分子
第三节　中国的知识分子
第十二章　想象的东方与西方
第一节　中国文化与外来冲击
第二节　对西方文化的想象
第三节　欠发达国家的文化妄想症
第四节　符号生产与文化贸易
第十三章　身体叙事与肉体经验
第一节　身体的历史与权力
第二节　当代文化中的身体叙事
第三节　市场和身体技术
第十四章　当代文化中的精神症候
第一节　英雄消亡和偶像崇拜
第二节　欲望文化和快感模式
第三节　符号膨胀和意义危机
第十五章　消费社会与当代文化
第一节　消费社会与生产社会
第二节　文化生产和消费心里
第三节　青春小说和消费市场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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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插图　　第一章 文学与文化　　第一节 文化与文化研究　　一、文化符号和符号等级　　
提到“文化”一词，许多人都感到自卑，有压力，觉得自己没文化。农民经常说，俺没文化，俺的儿
女要有文化。为此，他们甚至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我们经常可以从新闻报道中看到，一些农民为了
让自己的子女获取“文化资本”所导致的悲剧。照道理人们根本用不着自卑，文化有很多层面，精英
有精英的文化，普通人有普通人的文化，不识字的农民也创造了自己的“农耕文化”。但是，一种文
化的意义生成和确立，关键在于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对它的理解方式和阐释方式，以及阐释者的立场和
角度。　　文化是一个使用最广泛，也是语义最复杂的概念。人们经常提到：茶文化、酒文化、城市
文化、乡村文化，但并不一定了解它的确切意义。我们可以首先将文化视为一个社会事实，从“文”
和“化”两个层面来分析、理解文化的意义。第一是作为符号的“文”的层面，文化的意思就是“纹
花”或者“花纹”。文就是“纹”。“纹”可以是一个动词（名词动用），也就是人在皮肤上、岩石
上，或者其他器物上刻画的动作，比如文身的动作。它的本义又是一个名词，即刻画动作（或者自然
力）留下的印痕和图案。“花”就是图案，也就是“花纹”。它就是“纹”这一动作的结果，（考古
学所发现的文化，几乎都是一些花纹和图案），是人类实践符号化的结果。　　当社会实践（纹、刻
）留下的结果（纹、图案、花纹、符号）成为一个社会事实之后，就使社会与个人之间有了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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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作者张柠老师是一个在当代文学很有思想的老师，他的著作也体现了思想的深入，和对当代文化
的深刻反思，是一部发人深省的当代文学、文化的学术著作
2、感觉是盗版，纸张又差，还折起来了
3、深奥，开始没看懂，慢慢就明白一些了，需要加油！
4、分不清到底是写关于文学和关于文化，说是研究，但说的东西多了，点的面多了，就称不上是研
究了！
5、与刘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视域与形态》相比，可以说是各有千秋。它所显示出来的思考力似
乎比刘著更加略胜一筹，但对于本科生来说可能太艰深了些，读起来会有些障碍。
6、身体叙事与肉体经验【另，张老师对“一切文学都是当代文学”也有所阐发和反思】
7、内容空洞，没有什么帮助
8、写的有点神乎，但是确实比较深了。尤其是关于摇滚的那点让我觉得自己写的摇滚青年弱爆了。
9、前半部分基本就是课件的扩大版，后半部分涉及当代文文化较多。思路和李杨老师很不一样。感
觉柠檬更像文人，或者说因为这本是研究生教材所以不能写的太彪悍？？李李桑那打游戏，坐飞机去
看电影的生活过于凛冽啊。
10、比较不像教材，比较像文人写作，有些章节好深刻，我都不是很懂。但是确实提供了不少文化研
究的范例和启示。
11、本书是我的导师让买的，确实是好书，虽然仅大致浏览了下，就发觉内容丰富，关键是有深度，
其中有几章对我的硕士论文会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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