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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言

□陶东风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进入了消费时代,这好像已经成为大家的一

个共识。消费时代的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消费

文化及其体现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对文学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的改变是全

方位的,对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影响也是深刻的。作为文学批评范式之一

种的文化批评的出现和消费主义就有直接的关联。正如本书作者所言,在消

费主义影响下,不仅我们的世俗化日常生活经验 (服饰、饮食、居住、旅游

和娱乐等等),甚至我们反世俗的超越性理想和信念,都悖论式地被纳入到

消费主义的商业和文化逻辑之中。“在此文化语境下,文学自身的生产与消

费方式,文学与社会传统的结构关系,以致文学的情调和风格也必然会发生

重大的变化。”“当生活变得日益市场化,大街上充斥着愈来愈多的被消费欲

望驱赶着的人群时,这一切不可能不对一个时期的文学风尚和艺术精神以及

作家的文学观念发生影响,文学的生存根基不可能不发生转移和变化,而

且,文学最重大的变化,不再是单纯的文学观念和叙事技巧的变化,而是文

学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文学的美学要素、文学的基本功能的根本性变

化。文学的生产主体不再是单纯的作家,市场和读者也部分地参与了文学的

生产。结果便是,文学的一些经典要素渐渐萎缩,一些传统要素逐渐蜕变,

同时另一些新的要素开始滋生,这一切预告着文学流变中一种新的生机和新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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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时代的到来。”

向荣先生的这本书就是对消费主义与文学 (主要是小说)的文化和审美

关联性的一个考察,这种考察所借助的方法则是文化批评,它不仅从文化和

审美关联性的角度在宏观层面辨析了消费文化霸权对当今中国的文学—文化

地图和权力结构的改写,而且在微观层面分析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代小

说文本中或隐或显地呈现的踪迹。

本书的三个明显特点 (也是优点)是:

首先,理论意识强。本书理论意识很强,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是非常自

觉的。其扎实的理论储备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超越了一般的批评,成为

一种自觉的理论尝试。本书通过系统论述文学的文化性、文学的文化转向

等,阐明了建构文化批评的合法性,关注了文学与历史语境、社会文化之间

的文本间性。

其次,批判的自觉。全书贯彻了对消费主义的批判精神,更重要的是,

作者的批判自觉也体现为作者意识到:对消费主义的批判本身也可能被消费

化。“当欲望、身体和金钱这些东西经由市场的消费逻辑堂皇登场,成为日

常生活最关键的主题词,成为一个时代日益明确的生活目标时,超越性的精

神追求和理想主义的终极关怀不免就有些矫情主义的意味,往往会成为文化

精英不甘溃败、企图重返话语中心的一种修辞策略。”在作者看来,90年代

的文化精英在祭其 “精神”、“理想”、“终极”等大旗,激烈批判消费时代的

“拜金主义”、“物质主义”时,事实上也 “实用主义地利用了精神的价值。

理想、自由、心灵和情感这一类价值范畴,现在并不完全是源于个体生命的

内在体验和追求,它们已成为被放逐出世袭领地的文化诸侯东山再起的精神

大旗”。作者对这个令人沮丧的 “文化悖论”的观察是深刻的。这种消费化

的消费主义批判在今天并不少见。这不但没有使得作者放弃自己的批判立

场,相反恰好使得作者的批判更加自觉地告别了抽象、廉价、空洞乃至不乏

炒作之嫌的道德主义视角,“回到辩证理性的思维中,从历史之中重新思考

现时代文学的生存环境和发展命运。”借助这种辩证理性思维,作者这本书

使得我们更为清醒深刻地意识到文学在不同的历史情境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展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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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它的实践,展现其由历史规定的价值和意义。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本书作为对当下中国消费主义与文学关系系统探

讨,具有明确的中国意识,关注到了中国消费主义的中国特色。比如作者写

道:“深刻辨析消费主义文化在中国兴盛壮大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出90年代

民间社会关于脱贫致富的世俗愿望与国家权力关于强国富民的政策导向是不

谋而合的,换句话说,90年代的中国政治直接参与和推动了社会的世俗化

进程。消费意识和消费行为不仅合理合法,而且受到国家货币政策的积极鼓

励,贷款购房、贷款购车等政策性措施,都强有力地刺激了全社会的消费欲

望,为消费主义的流行创造了合法的政治空间。”这是一个很敏锐的观察。

特别是在中国,消费主义不是纯粹的自由市场选择,也不是抽象的人性本性

的大暴露,实际上它和政治权力之间存在紧密的相互建构关系。从这个角度

切入,我们就可以对当下中国的消费主义文化及其与文学的关系有更深入的

洞察,比如它和大众政治冷漠的关系,它如何巧妙地通过虚假的文化繁荣掩

盖了公共领域的萎缩和畸变。稍感遗憾的是,作者意识到了消费主义的中国

特色,但是在具体的分析中这种中国意识却没有得到很全面的贯彻。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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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文化阐释:文学批评在消费时代的话语方式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一路高歌猛进,推动着经济

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的转型发展。与此同时,在这个持续发展的历史过程中,

消费文化逐渐流行、消费社会的渐进兴起也是一个有目共睹的经验事实。可

以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文化与文学的生产与传播就是在消费文化

语境中展开其历史实践的,而消费文化对于当代文学的冲击和影响也是前所

未有的。随着消费文化的强势崛起和深广流行,当代文学与小说都发生了深

刻的历史性变化,文学观念与美学趣味也不同程度地打上了消费主义的文化

烙印,文学与消费主义文化在挪用与抗拒的纠缠中建构起一种相当暧昧的审

美关系,从而赋予中国小说一些新的审美元素和时代意识,推动了中国小说

的类型化发展和新型美学范式的出现。因此,将 “消费文化”纳入文学研究

与批评视域,运用文化批评的分析模式,历史地研究消费文化与文学实践之

间深刻的审美关联性,考察二者之间微妙复杂的 “互文性”,观察其间的妥

协与认同、挪用与变异、吸纳与反抗的矛盾关系,并在文学文本中发现和辨

析消费文化的历史踪迹,对于有效地阐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和

小说的历史变化,无疑是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的。

本书要讨论和分析的主要内容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消费主义文化

与当代小说的审美及文化关联性。其研究视域基本锁定在消费文化语境与当

代小说发展流变的论域之内,运用文化批评的分析范式,从文化关联性这个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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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范畴进入中国当代小说的核心地带,在宏观层面分析消费文化霸权支配

的文化权力结构如何影响和造成文学的边缘化历史境遇;在微观层面分析消

费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代小说文本中或隐或显地 “嵌入”其中的历史和文化踪

迹;探索和描述当代小说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意味深长的审美和

文化变化,展开关于先锋小说终结、女性主义小说崛起、日常化叙事的流

行、中产阶层文化与小说的中产化写作、消费文化与身体写作的审美关联

性、消费主义语境中的爱情想象、全球化与乡土文学的地方性知识等文学现

象和审美风格的多维度多层面的研究,在全书的最后一章将陈述诗性正义是

消费社会文学重建社会关系的首要价值的核心命题。通过这样的分析研究,

本书想表达一个基本的主题思想:中国文学自20世纪90年代逐渐进入消费

时代以来,文学在被消费文化霸权支配的文化结构中渐行渐远、日益边缘

化,文学的生产和传播都不同程度地陷入了发展困境,文学与小说的社会影

响力也在渐次式微。但另一方面,文学与小说也在边缘化的生存状态中历史

地获得了自由生长和自主发展的多维空间,文学以其更大的可能性在边缘地

带展开了当代文学不同以往的社会实践,在消费文化与市场机制的催化之

下,文学与小说的类型化写作也开始浮出地表,文学的阅读和消费市场也出

现了细分市场。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纯文学 (在消费社会中将成为小众文学)、

主旋律文学和大众文学之外,还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中间状态的文学 (即既有

纯文学的基本审美品质,又有大众文学的叙事元素,其美学风格与审美趣味

游离在纯文学与大众文学之间,是纯文学与市场化进程相互博弈的文学结

果),余华争议纷纭的长篇小说 《兄弟》。麦家的 《风声》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品。这种 “中间文学”的读者群体,主要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中产阶层人士。

凡此种种,都表征着消费社会与当代文学之间意味深长的历史辩证法,其间

的文化逻辑与历史内涵也都是社会转型的文化表征。文学批评深入其中去分

析阐释,可以说责无旁贷。但在展开分析研究之前,我们首先要将批评的武

器———文学的文化批评范式本身,从知识形态上做一番认真的考量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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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时代文学批评的双重转向

20世纪最后的20多年,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以全球化的爆棚之势在欧

美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学术界广为流传、蔚然成风,对此,以哈罗德·布鲁姆

和希利斯·米勒为代表的耶鲁学派是不以为然的。希利斯·米勒不失温和地

诘问:“你尽可以把亨利·詹姆斯的生活、他的性格、他的阶级和种族、他

所处的历史环境了解得巨细无遗,但是这些铁定的事实既不会说明 《鸽翼》

中的那些怪异,也不能解除你对于这部小说的阅读责任。”① 他认为包括文

化研究和妇女研究在内的文学研究思潮是文学研究与批评的一种倒退;而哈

罗德·布鲁姆就不怎么客气了,他把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打入所谓 “憎恨学

派”的另册,指责它们把 “审美降为意识形态”,是伪马克思主义与法国时

髦东西组成的奇观。②

尽管如此,两位大师又多少有些无奈地指陈了 “文化转向”的经验事

实。米勒的描述是比较客观的:

自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中心有了一个重大转移,由文学的

“内在研究”修辞学研究转向了文学 “外在的”关系研究,并且开始研

究文学在心理学、历史学或社会学语境中的位置。换言之,这种转移从

对 “阅读”的兴趣,即集中研究语言及其本质与能力,转向各种各样的

阐释性的解说形式上去,其关注的中心在于语言与上帝、自然、历史、

自我等诸如此类常常被认为属于语言之外的事物之间的关系。③

米勒不仅描述了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他还把这种转向指认为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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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希利斯·米勒:《永远的修辞性阅读》, 《2001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2004
年,第307页。

参见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

 

希利斯·米勒:《当前文学理论的功用》, 《重申解构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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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文学研究的重大特征。

事实上,上述所谓文学的 “外在研究”,已经包含着文学批评和研究的

“双重转向”,即 “从文本转向语境,从语言转向文化”。乔纳森·卡勒从解

释学角度,揭示了这一转向的根本意义:他说 “可以把理论话语引起的关于

文学解释的主要变迁理解为语境的扩大,或者叫语境的再描述的结果”。他

还以爱德华·赛义德的文化批评为例,指出赛义德是把简·奥斯汀小说放在

一个小说并不包括的背景中去解读的,从而发现了小说的另一种深度意义:

“大英帝国对殖民地的剥夺,用由此得来的财富支撑其本土表面一派端庄得

体的生活的背景。”①

文学研究与批评的这种历史性转向多少有些反讽的意味———自俄国形式

主义以降,在形形色色的批评理论、尤其是各种各样的形式主义批评理论闹

腾了很多年后,人们好像终于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文本就在语境之中,

没有离开语境而自在的文本 (文本不是自在之物);与此相应,语言也在文

化之中,也没有脱离文化而自在的语言 (语言也不是自在之物)。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年来我国文学研究和批评领域也发生了大致相同的

“文化转向”,只是时间晚些而已。与此同时,与欧美的情形颇为相似,文化

研究与文化批评在我国的文论界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那么,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发生双重转向的社会原因是什么? 而文学的

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它的现实的合法性又在哪里呢?

我认为,文学批评的双重转向,无疑是社会变革与文化转型的一种时代

表征。要从发生学意义上准确地捕捉双重转向的历史因素,就得回到社会发

展变化的历史语境中去。

消费时代的社会表征:日常生活的文化性

在前消费时代,社会生产在公共领域内是绝对的中心,而以匮乏性消费

004 ① 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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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体的日常生活只不过是个体的私人生活,也就是被嵌固在社会边缘的一

种日常生活。那时,人们汲汲营生,日出之时潮涌般地赶往各个生产场域,

日落后回到家中又按照节俭的传统伦理原则,量入为出地过着庸常的日常生

活。但在消费时代,节俭的伦理原则被跨国资本和市场体制彻底颠覆,消费

本身倒成了最高的伦理原则。“我消费故我在”———不消费就意味着你是消

费时代的缺席者和局外人,也就是一个失败者。这也是消费主义文化的核心

理念,是消费文化最主流的意识形态。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这种消费主义的

意识形态,跨国资本通过大众传媒在全球范围内征用和改写了人们的日常生

活,他们将 “日常生活”改造成为资本和商品的世界市场,拆除了 “日常生

活”与 “市场体系”的所有边界,在提高生活质量和开放社会的名义下,把

“日常生活”转变成消费工业的殖民地;他们还罴除了日常生活的私有性,

使日常生活异化成一个经验和话语中的公共空间。为此,“日常生活的文化

化”便成为资本改写和征用 “日常生活”最有效的修辞策略和运作方式。一

方面,跨国资本和文化工业用一种听上去漂亮、看起来美丽、用起来快乐的

“消费文化”,不知不觉地为人们的 “日常生活”洗脑,使 “消费文化”最终

成为最主流的 “大众文化”,从而使 “我消费故我在”成为人人在 “日常生

活”中抱守的最高信条和伦理法则,成为人们最典型的生活方式;另一方

面,他们还要最大限度地扩张市场巨大的消化功能,把世上万物尽可能地纳

入全球化的消费体系。物质产品不用说了,文化事物也被当作文化产品来流

通和消费,即使是精神性事物,也会尽可能地将其开发利用,转换成可供消

费与交换的文化用品或文化服务。为达成这一目的,资本与传媒合谋在文化

事物和精神性事物中实施 “去神圣化”工程,解构文化事物成长和接受的积

累机制,铲除了文化的知识等级和传统门槛,把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烩成一

锅,把包括文学在内的经典作品经过编码后 “缩约化”或 “符号化”,使

“经典”演变成关于 “经典”的符号,演变成人所共知却无人真正解读的装

饰物,演变成一种时尚的文化消费。理查德·沃林在 《文化批评的观念》一

书中直截了当地指出:“绝对地抹去高级文化和低级文化的区分远不是一种

无可挑剔的进步;因为它隐藏着对生活实践领域的艺术给予虚假扬弃的某个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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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艺术于是将从各个方面混同于日常生活的现象领域。……在这里,主

要的危险是艺术和生活之间的批判张力的松懈,那种张力是现代主义美学的

关键所在。结果将产生这样一种危险:一旦艺术和生活之间的界线被模糊了

起来,那么艺术的批判潜力就要走向衰微,并且艺术本身将蜕变成某种证明

工具,即,晚期资本主义 ‘幸福意识’的无批判的镜像。”①

如此一来,我们的日常生活自然就洋溢着浓厚的消费主义的文化意味。

而当一个时代的消费文化武装到日常生活的牙齿时,文学无论是作为批判的

文学、抑或是反映的文学,自然也会浸透着各种耐人寻味的文化意味,换句

话说,在消费时代,文学与文化已经抱成一团耳鬓厮磨,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谁都离不开谁。中国社会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降的 “日常生活审美

化”的文化现象,以及与之同构对应的文学写作中的日常化趋势,作为一个

经验事实,就是最深刻有效的历史证词与时代表征。而以阐释文学现象为己

任的文学研究与批评,自然也不能以不变应万变,当此之时,文学研究与批

评作些知识形态学意义上的有效转型,也是文学批评与时俱进的重要品质。

文化批评因此成为一种新的批评理念和批评方法。根据马克思主义理

论,文化批评对于文学实践的理解与阐释,是将其还原到生产文学文本的历

史条件中去,并对这些历史条件加以描述,分析和阐释两者之间互动的文化

关系。

文学的文化性:建构文化批评的合法性

文学的文化性从知识社会学意义上说,无非是个常识。文学的文化性和

审美性都是文学与生俱来且与时俱进的历史属性。只是由于文学的审美性更

充分更有效地体现了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特殊性和规定性,审美性因而极大

地获得了文学史的青睐和社会的公共关注,而文学的文化性却因其暧昧的身

份常常被文学批评忽略乃至遮蔽。这种情形在20世纪上半叶形式主义批评

006 ① 理查德·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张国清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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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独占鳌头时达到了顶峰状态。可是文学的文化性并不会因此就从文本中

销声匿迹了,文化性依然在文学中坚挺着,只不过它是以沉默和匿名的方式

在坚挺而已。

文化性在文学文本中的存在方式,一言以蔽之,可以表述为 “文学产生

的文化存在和文学中的文化存在”。这句话包含两个基本的维度,一是 “文

学产生的文化存在”,亦即文学文本产生时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二是

“文学中的文化存在”,指的是文学文本中经由艺术审美形象表现出来的社

会、历史和文化语境。

文学作为文化的一种艺术载体和审美化的言说方式,总是产生于某种文

化背景之中的。沃尔夫冈·伊塞尔说:“文学作为一种独特文化的产物,它

产生于一种文化背景,它的活力来自这一背景的紧张关系以及对这一背景所

施加的影响。它尤其强调与决定自身环境有关的不同物,以此介入自己真正

的环境并确定自己的独特性。文学以这种方式显示出自己位于业已制定的文

化地图上的新区域。”① 在这段话中,伊塞尔事实上指明了文学作为一种文

化表征,无疑是一个时代文化系统和结构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学因而无可

避免地会受到那个时代社会文化的多种影响,并将这种 “文化影响”的痕迹

历史地烙印在文学观念、主题思想、题材选择、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等诸多

文学生产过程的环节之中,最终在文学文本中呈现出来,从而在客观上使文

学成为特定文化的审美化产物。中国新时期文学自 “伤痕文学”、 “改革文

学”、“反思文学”,到 “寻根文学”、 “先锋文学”,再到 “新写实文学”和

“个人化写作”乃至 “女性主义文学”等文学流派和文学现象,它们不只是

建构了编年史的文学发展轨迹,它们同时也是一波又一波的社会文化思潮影

响下发生的文学现象。“寻根文学”直接导源于一场文化大讨论,不必多说;

即便是纯粹以形式实验为旨归的 “先锋文学”,骨子里头还是一种文化反叛

精神充当着先锋文学的思想推动力,不过是拉起了现代主义的美学旗号,而

那种文化叛逆精神又与当时社会的变革精神与文化思潮是一脉相系的。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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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沃尔夫冈·伊塞尔:《走向文学人类学》,《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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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特·霍加特所说:“一部文学作品,无论它如何拒绝或忽视其社会,但

总是深深地根植于社会之中的。它有其大量的文化意义,因而并不存在 ‘自

在的艺术作品’那样的东西。”① 一些年后,爱德华·赛义德在他的 《世

界·文本·批评家》一书里,也同样否定了文学文本的自在性。他说:“文

本和世界之间或文本和言说之间的对立是站不住的,即使文本仍被视为一种

沉默的、印出来的客体,有它自己听不到的乐曲,但大量的例外,大量历史

的、意识形态的和形式的环境条件仍然会影响实际的文本。文本作为一种不

是无声的理想而是生产的事实,它的产生和维持依赖于多种力量的协调,而

这种力量的协调甚至会消除修辞上的对立关系。”②
 

因此把作品还原到恰当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语境中去认识和比较,就便于

更加准确地把握对象,其阐释的学理性及其说服力自然也就更加强大些。尤

其是对某些特定历史阶段 (比如文化转型阶段)的文学研究,更需要把文学

置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中,提供关于文本的文化背景阐释,文学批评才可能

顺势而为地深入有效地展开。例如,对 “五四”时期的文学研究,就无法离

开对 “五四”文学思想产生的文化背景,包括民主、科学、妇女和个性解放

等思想文化运动以及白话文运动等多方位的文化阐释;又比如当下的 “80

后文学现象”,想要精确地把握和判断它所占文学市场份额10%以上的文学

影响力,就无法绕开现时代消费主义文化、网络文化和青春亚文化构筑的历

史语境和文化转型背景,否则就很难解释这种艺术水准不过二流的类型文

学,为何在青少年读者中能产生巨大的文化影响。

上述沃尔夫冈·伊塞尔的那段话还强调了文学对文化背景所施加的影响

力,并指出文学的独特性正是在它对文化的影响中建构起来的。这其实也就

是 “文学中的文化存在”问题。“文学中的文化存在”指涉着文学对文化意

义的生产与建构。文学通常以语言艺术为媒介,再现或者揭示一种文化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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