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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性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缘起》

前言

　　佑松读博之前是学历史的，从历史转到文学，是佑松的一次重要转折。如何能有所创新？或许“
博而后精”的路数方可以得出一些心得。我所理解的“博”，应当是打通学科藩篱，充分利用其他学
科的研究成果为己所用。如此方可为正着手的专题提供不同的视角和理解层次，从而达至“精”深之
境。　　佑松硕士阶段的专业是“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他自己则对中国现代思想形成问题感兴趣
。于是在讨论选题时，我建议他不妨就从这一角度入手，讨论中国文学思想的现代转型问题。经过一
段时间的思考，佑松找到了一个切入点：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审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起源问题。我同
意了他的思路，同时建议，要把“历时”和“共时”两个维度结合起来考察问题。所谓“历时”是要
考察古今之别，断裂也好，延续也好，是一定要有对照的，否则“现代性”便无从参照定位；所谓“
共时”，便是领域和层次之分，要充分分析现代性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否则便没有全局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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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性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缘起》

内容概要

《主体性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缘起》的题域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这信论题已经提出十年左右了
。在这址年中，“现代性”逐渐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中心命题这一，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文学理
论、文学史和文学作品听研究思路。回顾过去的成果，笔者发现，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个几个大
的方面，第一进行现象描述，着重讨论近代以业文学观念和文学形式发生的重大变化。第二，从现代
涉及的观念来探讨文学变革，这些观念包括：科学观念、进化论观念、个人观念、民族国家观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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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性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缘起》

作者简介

陈佑松 男，1973年生，四川内江人。文学学士，历史学硕士，文学博士。曾任成都电视台记者、编辑
、导演，《西藏旅游》杂志社编辑部责任编辑；现任教于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美学教研室，兼任
四川师范大学数字媒体系副主任。从事文艺美学、影视艺术领域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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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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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伦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伦理语境二　大众传媒——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言说语境三　中国文学现
代性的生成第三节　主体性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调一　主体性的确立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平衡展开
二　主体性的曲折与中国文学的启蒙现代性三　主体性的消解与中国文学的审美现代性第三章　美的
文学与人的文学——主体性的确立第一节　美的文学一　主体性与审美自律二　王国维文学观念的现
代性第二节　人的文学一　主体性与“人的文学”二　周作人文学观念的现代性第四章　群治的文学
与文学革命主体性的曲折第一节　“群治”的文学一　“群治”与主体性的曲折二　“群治”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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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性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缘起》

章节摘录

　　在传统中国，“心性结构”体现在儒道互补的德性伦理中，而支持这种心性结构的文化制度、知
识生产方式包括了经学和维护经学的科举制度。然而，近代以来，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权利伦理随
着资本主义经济方式和政治方式被介绍进来，传统的德性义务伦理被逐渐地怀疑，进而是激烈地反对
。与心性结构的转变相适应，近代以来，知识生产方式也发生巨大变化，科举被废除，体现德性伦理
的崇古精神、社会等级和心性克制的经学也随之瓦解，代之而起的是以培养理性精神的现代学校体制
和体现主体权利的大众传媒。中国开始了现代性、主体性建构的历程。　　中国文学现代性正是在这
样的语境中开始的。权利伦理代替德性伦理，构成了中国文学的伦理语境，它标志着中国文学已经跨
入到了现代性的阶段，它改变着中国文学的核心价值体系。而作为文化体制的大众传媒则替代了经学
，成为中国文学的言说语境。这二者共同塑造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基本质态。　　在第一章我们谈到
，西方现代性是一个流变的过程，经历了三次浪潮。这三次浪潮的标志就是主体性的不同状态。第一
次浪潮开始于文艺复兴，经笛卡尔到康德完成，主体性获得了充分的展开；第二次浪潮由卢梭掀起，
主体性出现了曲折；第三次浪潮由尼采发动，主体性开始出现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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