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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灼与反思
——新都市小说的审美研究（1990 年代）

邱月  著

吉林人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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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吉林大学青年学者邱月的博士学

位论文，一部富有生气的当代文学探察与

研究专著。

《焦灼与反思：新都市小说的审美研

究（1990 年代）》，把 1990 年代的都市

小说作为聚焦点，显示了作者学术卓识，

因为 20 世纪 90 年代文学处于中国当代文

学一个转折期，具有重要的表征意义和研

究价值。回想 1990 年代，1992 年确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格局，使中国社会实现一

次历史性的转变：经济改革全面深化，全

国城镇化脚步提速，社会结构历经转型阵

痛。这种巨大的社会变革，深刻地影响到

新
颖
而
独
到
的
都
市
小
说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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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领域的分化与整合，形成了大众文化

崛起，对峙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甚至越

而冲压的局面。具体到文学上，人们突出

的印象是：乱花迷眼，举步维艰。新写实

小说、新市井小说、新改革小说、新历史

小说以及“现实主义冲击波”，文坛凸现

流派纷呈的态势，而市场化又很快将主流

文学、精英文学逼挤到边缘与角落，热热

闹闹的书市掩盖着作家的无奈和作品人物

精神的迷茫。有的学者明确地把 90 年代

划为“后新时期”，更多人则赞同直接在

八九十年代中间划界：“八十年代文学是

向五四新文学传统回归的时代，从九十年

代起则将成为逐渐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产生

距离的时代”。（谈蓓芳：《再论中国现

当代文学的分期》）

邱月论著选题的价值正在于，避开了

“新时期”与“后新时期”、“现代性”

与“后现代”的流行话语，抓住 1990 年

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期，集中对新都市

小说做社会学与美学的考察，从而揭示了

城镇化进程中都市意识的生成与异化，都

市人的物欲膨胀与精神困惑。全书结构严

谨，论析透彻，语言洗练，洋溢着一股青

春的睿智与朝气。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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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提出了一些新颖而独到的见解。

其一，新都市小说的界定。

邱月观察的 1990 年代都市小说，不同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半

殖民地上海的“摩登”小说，也不同于建国后新时期前的城市题材

小说，应属边界清晰的新都市小说。

作者从“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筑就了以

乡村文化为主的社会大环境”立论，指出：“在乡村文化语境下必

然带来乡土文学的发达。”她认为，“乡村语境下的乡村小说叙事，

……传达的是传统文化意识和审美价值观念。而 90 年代以来的都

市小说，在都市文化语境下，创作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充满个体感知

的民间叙事范式，呈现一种不受主流限制的个体时代的写作态度。”

为了突出新都市小说的特质，作者对建国以来各时期加以评述：

“50年代至70年代，作家创作都以革命战争题材和农村题材为主，

即使有些文学作品将写作背景放置于城市之中，但其内容也是以政

治教化为重心的，基本谈不上对城市本身的关注和表现。”“80

年代关于城市题材的小说创作逐渐增多，比如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

的许多作品都选择在城市背景下展开故事情节，但这些作品的关注

焦点主要不是城市市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精神面貌，而是集中在反映

城市的思想道德建设等政治意识形态上。……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

定：80 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转型之前，有关当代城市题材的小

说其本质上并不是真正的都市小说。”

显然，邱月所强调的新都市小说，是指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

以“生于都市长于都市的中青年作家”为“主力军”的，面对“诸

种新现实”，描绘“新的职业、新的人群、新的活法、新的欲望、

新的压力、新的危机、新的时尚、新的理念……”，“全力展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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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社会中市民的日常生活状态、精神心理

风貌与审美价值取向”的小说。

其二，新都市小说的生成。

新都市小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文化衍

生品之一。邱月在展现新都市小说产生的

社会环境时，首先注意到“现代化的工业

生产和市场经济体制共同缔造了物质繁荣

的商业都市”，强调“商品交换、市场经

济构成了都市生活的物质基础”，“商品

成为整个都市的灵魂，商品理念成为整个

都市意识的中心。”联系到国情，她补充说，

“在中国当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物质

的匮乏，人们的商品观念极其淡薄，直到

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后，才触发商品理念

出现并成为代表都市意识的核心。”

巡视都市的生存方式，她敏锐地捕捉

住“消费”这一环节，把它看作是“当代

都市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认识到：“消

费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且也是社会

行为和文化行为”，“在消费文化的营造下，

都市成为一种独特的审美对象进入人们的

精神世界。”这就勾勒出新都市从物质到

精神的经济运行循环圈。

对都市的考察，除了经济的视角，邱

月进而关注都市生活的主体——市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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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代替乡民，表达了社会主体身份的转变，随之而来的是社会话语

方式转变，这种转变在本质上构成对传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基

础的拆解。”论者关于转型期崛起的“以市民为生活主体的都市市

民社会”的认识是十分透辟的。她引述了某学者对市民社会“基本

特征”的概括：“1、个人主义被肯定。2、对人权的肯定。3、市

场关系扩散为整个社会的基础，社会普遍商品化。4、市民社会中

的人基本上是自利的。”对照中国国情，我觉得这种概括似有缺失，

但它毕竟道出了“市民社会”的一般特点，点及市民关系的特殊纽

结。于是，也就不能不同意邱月的论断：“市民社会文化是一种高

扬着个人主体性的文化”，“市民文化体现了市民社会对都市物质

生活的理解与认同，意味着对个人意志的尊重与强调和对世俗精神

的肯定与追逐，体现出一种新的人文精神态度”。

由此，在新的都市文化语境下，涌现了 20 世纪 90 年代的新都

市小说潮流。新都市——新市民文化——新都市小说，小说成为重

述经验、打开世界的一种方式。作者将“都市小说的精神发现之旅”

归结为四个“发现”：作为小说叙事背景的都市景观和都市意象；

商品意识烛照下，都市小说话语方式的获得；在对市民与世事的观

照中生成都市小说精神；都市小说作家的主体关怀。

其三，新都市小说审美价值的建构。

这是本书最重要也是论述最精彩的部分。在这里，显露了作者

扎实的学识、细腻的艺术感受力和宏阔的美学宽容度。在大量研读

都市小说文本的基础上，邱月着重剖析了以“新写实”为主的 90

年代有影响有代表性的中青年作家，诸如池莉、方方、张欣、邱华

栋、何顿、王朔、刘恒以及卫慧、棉棉等作品与人物，观照形形色

色的都市生命、都市欲望，追寻都市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困惑，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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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都市小说的世俗审美范式。

论者发现，“年轻的都市小说书写者

支撑起了一个消解的时代，一个拒绝深度

的时代。”恰如池莉小说人物所“猛然领悟”

的：“鸡零狗碎的日常生活是谁都无法回

避的”，“新写实”文本的研究表明，都

市小说“以一种还原生活本相的叙事态度，

来揭示都市市民生活的原生态，……在追

求原色生活的同时，开拓了都市小说民间

叙事的空间”。王朔被称为“扛起反抗崇

高、放逐意义大旗的先锋勇士”，何顿作

品的知识精英，在强调实利的物质时代，

也“决定放弃最初的理想精神与价值操守，

告别崇高”。如果说卫慧、棉棉笔下的“都

市新另类”是恣肆病态欲望的颓废的“恶

之花”，那么邱华栋的“城市空心人系列”

——“直销人”、“时装人”、“持证人”、

“化学人”、“公关人”等“都市新人类”

则为都市生存竞争中被物化、被异化的典

型代表。

关于都市的文化观照，论著最后提出

的都市情结与反都市情结“双生性”，颇

具创见。前者呈示为都市渴望和都市梦想，

后者沉淀于都市焦虑和都市反思。作者说

得好：“作家关于都市的文化想象，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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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本源于人类所摆脱不了的感官物质享乐以及对世俗欲望追逐的都

市情结，另一方面又本源于对都市的物化现象所持有的拒斥和批判

态度以及人的精神上不甘沉沦的反都市情结。”这样，全书通过解

读都市小说文本，客观地还原都市现实，从审美角度考察都市意识

的形成与嬗变、展示作家想象中都市情结的正反“双生”，逐渐切

入都市的灵魂，最终揭开都市的本质。

受邱月专著的启迪，我感到，在新都市小说的写作与研究中似

乎还存在两个盲点：

一个是新时期以来“城市现代性的另一种表述”。我见到一本

“中国当代城市文学研究（1949-1976）”，书名即为《城市现代

性的另一种表述》。它把“十七年”和“文革”城市题材文学纳入

研究的视野。这种关于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城市的主流文学想象，

应当或者说业已在新时期乃至新世纪得以延续。然而，此类视角的

写作和研究却十分稀缺。

另一个是“快速城镇化之痛”。据总部设在巴黎的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发布的研究报告（见《参考消息》2015 年 4 月 23 日），

1980 年，只有 19% 的中国人住在城市，到 2020 年，该数字可达

60%。来自农村地区或其他地方的流动工人已经在中国城镇人口中

占到一半左右，2010 年，中国 90% 的建筑工人和 80% 的煤矿工人

是流动人口。这些人“被排除在很多社会福利之外”，“也没有途

径让他们就政府服务质量提供反馈”。另有材料披露，2014 年排

名前 20% 的中国高收入家庭年收入是排名后 20% 的低收入家庭年收

入的 18 倍。第一代农民工群体在 80 年代初不足 200 万，2014 年

已达 2.69 亿人，中国用 30 多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近 200 年的城

市化路程。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农民工的命运起伏，这种“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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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之痛”，我们的文学给予了多少关

注？

上述两个问题，不是邱月的课题范围。

但中国当代文学难以回避。切盼有志青年

作家、青年学子放开目光、鼓足勇气，予

以认真面对。

                                   

                                        

              2015 年 5 月 4 日于湖西路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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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中国社

会走上了探索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道路，中

国社会从整体上开始步入全面转型的新时

期。这一时期的重要文化现象之一，就是

都市文化的崛起与都市小说的繁荣。

   90 年代的中国社会，在都市化的过程

中逐渐形成一种以商品理念为核心的都市

意识，这种意识不仅区别于乡村文化底蕴

下的审美价值取向，也区别于计划经济体

制下的意识形态，在这样的都市文化语境

下，形成了都市生存空间独有的、崭新的

价值观念，在都市文化背景观照下的审美

心理也开始建立起来。文学反映时代变化，

前 
 
 
 

言

前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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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反映人类生活，都市化作为历史发展

进步的必然阶段，都市社会作为一种人类

生存的方式、人类生活的舞台，其意义和

特质必然反映到文学中，即，都市小说的

生成。在新的都市文化氛围中，都市小说

成为人类观察生活环境以及思考本身生存

处境的一种方式。特别是 90 年代以来，

都市化的脚步越来越快，反映由都市化带

来的生存空间、生活观念、交往方式、思

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心理变化的小说

也越来越形成规模，同时对都市社会的认

识、感受与经验的表达也越来越深刻。都

市书写者的增多、都市小说本文的丰富，

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都市小说研究

也由此进入了一个非常繁荣的时期。都市

小说作为一种伴随时代出现的文学现象，

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备受研究者的

关注，多种研究方法、研究视角，诸如比

较文学、文化学、叙事学、精神分析学、

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等被引入都市小说

研究的领域，将 80 代后期以来特别是 90

年代的都市小说研究引向纵深。

   在新的时代语境下，都市小说从创作

到对其的研究，均可谓成绩斐然。当代作

家几乎都生活在城市中，所从事的写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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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是都市方向的，面对浩如烟海的都市小说文本，都市小说的研

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分类梳理一下这些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基

于 90 年代都市小说本文所进行的研究大概呈现以下几方面特征：

   首先，90 年代都市小说的书写者特别是一些六七十年代出生的

年轻作家及其都市小说创作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在研究态势上

呈现出对都市小说作家及其作品的个案研究较多的状况。具有代表

性的理论文章比如：孟繁华的《物欲都市的迷乱与反抗——评邱华

栋的都市小说创作》①；张钧的《理念的扩张与生命的荒原：关于

邱华栋负值层面的思考》②；张学昕的《邱华栋小说创作论》③；尹

鸿《面对生活现场的叙事——何顿小说论略》④；葛红兵的《解读

何顿——〈就这么回事〉说开去》⑤；洪治纲《欲望的挣扎与迷失

——再读何顿》⑥；刘仲国的《论何顿的都市题材小说》⑦；曾凡解

的《何顿都市小说综论》⑧；程文超的《欲海里的诗情守望——我

读张欣的都市故事》⑨；张喜田的《张欣：现代都市女性的歌者》⑩；

程箐的《都市与女性的有机汇合——张欣小说的文本意义》11；刘

晓蕾的《世俗精神·意义指向·好看的故事——张欣小说论》12；

陈思和的《现代都市社会的“欲望”文本——以卫慧和棉棉的创作

①《山花》1997 年第 8期。

②《当代作家评论》1999 年第 1期。

③《北方论丛》1999 年第 2期。

④《山花》1995 年第 3期。

⑤《当代文坛》1996 年第 1期。

⑥《当代作家评论》1996 年第 6期。

⑦《当代文坛》1998 年第 1期。

⑧《理论与创作》1999 年第 5期。

⑨《文学评论》1996 年第 4期。

⑩《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 年第 4期。

  《鄂州大学学报》2001 年第 3期。

  《当代文坛》2002 年第 1期。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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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①等等。个案研究多集中在对新生

代作家及其作品研究上，由于当今作家大

多集中生活在城市，作品有很多是以都市

为背景，或者作品中人物活动的场所主要

选取在都市，所以，关于都市小说个案研

究的资源非常丰富，也在此基础上出现了

大量关于作品类或者作家写作风格与创作

精神研究的成果。这类研究主要是从一位

作家或者一部作品所反映的都市生活、都

市人类、都市精神等方面挖掘出作家对都

市的认识和理解。                                                                                                                                          

   其次，是注重对都市小说写作的总体

特征和创作现象的研究。在这方面具有代

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陈晓明的《走向

新状态：当代都市小说的演进》②；张器

友的《新时期都市题材文学得失论》③；

胡良桂的《当代都市文学的形态》④；漆

咏德的《无尽的攀升：转型期都市小说的

开放特征》⑤；郭国昌的《世纪之交的精

神表征——“新都市”小说综论》⑥；丁

①《小说界》2000 年第 3期。

②《钟山》1994 年第 4期。

③《安徽大学学报》1995 年第 5期。

④《小说评论》1996 年第 5期。

⑤《中国文学研究》1997 年第 2期。

⑥《甘肃社会科学》1998 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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