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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文学十五年学术研讨会在沪召开

　　新世纪文学十五年 “那棵熟悉的树上结出了新鲜果子”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新变化、新现象层出不穷。时代发展为中国文学打开了各

种新尝试的大门，新世纪文学也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即开拓和实现多样化的可能性。面对

社会、文化的迅速变迁，文学如何回应？如何在回应中开拓新的空间？近日，“首届当代

中国文化论坛：全球格局与中国创造——新世纪文学十五年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与

会者就新世纪中国文学写作、研究与当代文化构建进行对话。

　　新语境下的中国文学发生深远变化

　　“当我们谈论新世纪中国文学时，不是指这个时间的序列、延伸或者自然的递进，而

指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作家协会副主

席李敬泽谈到，中国的文学在这样一个新的社会语境、历史语境和时代语境下，也同样发

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深远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规模和深度，将来会越来越得到充分显

现。

　　与此同时，进入新世纪以来，大批文学研究机构、研究团体的成立，各类文学周、读

书会的定期举办，以及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活跃，作为文学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影响社会文化思潮、推动文学创造、扩大文学传播与接受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上

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孙甘露看来，尤其是在传统媒体和互联网媒体上，大量的书评、影

评、剧评以及对文学现象的评论，促成了大量形式多样的文学讨论。这些文学的公众活动

为新世纪文学壮大提供了宽阔的平台。

　　社会变化为创作者提供创作元素

　　在继承与扬弃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经验的基础上，新世纪中国叙事文学发生了“比

较重大变化”，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鸿生谈及这些变化时认为，观念多元化的今天，

在单一观念指导下书写中国人、中国生活、中国历史，已变得不太可能，这就为深入开掘

和表达中国经验的丰富性及其复杂张力提供了契机与前提。

　　“新世纪文学之所以有生命力且值得研究，是因为它超越了之前反复讨论的所谓‘纯

文学’的场域。”李敬泽认为，在当今的生活经验中，科技体验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不

仅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也触动了人心中很多复杂而隐微的地方。急剧变化的科技环境和

社会环境，往往会为创作者提供新的思考视角和创作元素，出现了越来越多跨知识背景、

跨经验资源的作家，“我们发现，文学——那棵熟悉的树上结出了新鲜的果子”。

　　“现在的文学界有一个现象尤为明显”，孙甘露说，年轻作家尤其是出生于20世纪七

八十年代的作家，很多人既从事文学写作也从事文学翻译，他们所翻译的作品不仅包括小

说、诗歌，也有文学理论，他们既是优秀的作家、诗人，也是相当出色的翻译者。他认

为，这个现象是令人欣喜的，反映出作家队伍文学素养的整体提升，这与近些年来高等教

育的普及化和各种专业性的培养教育是分不开的。

　　以问题意识探究中国文学新变化

　　随着对当代世界困境的真实了解，以及对正义、幸福等价值的渴望，新世纪以来中国

文学重新踏上了对生活意义的探求之路。王鸿生认为，一度由现代主义文学所诱发的荒诞

感、虚无感，开始转换为一些更切实更博大的思考。

　　同时，在大量翻译文学的影响、启迪和冲击下，现代汉语的质地和表现力经历了积极

的演化，但也导致中国韵味的大量流失。然而在王鸿生看来，“许多迹象告诉我们，新世

 首页 >> 各地 >> 人文华东 >> 学术讲坛

 标题 

2016年01月04日 07:4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玉 字号

http://www.cssn.cn/qt/ydkhd/
http://www.cssn.cn/qt/wzdh/
javascript:SetHome('http://www.cssn.cn/')
http://sscp.cssn.cn/tgxt/zgshkxtg/
http://weibo.com/u/2201275590
http://e.t.qq.com/cssn-cn?preview
http://t.people.com.cn/19801521/profile
http://www.cssn.cn/
http://www.cass.cn/
http://casseng.cssn.cn/
http://english.cssn.cn/
http://french.cssn.cn/
http://www.csstoday.net/Category_143/Index.aspx
http://pic.cssn.cn/
http://stv.cssn.cn/
http://mall.cssn.cn/
http://news.cssn.cn/
http://spec.cssn.cn/
http://orig.cssn.cn/
http://intl.cssn.cn/
http://scho.cssn.cn/
http://tt.cssn.cn/
http://joul.cssn.cn/
http://mil.cssn.cn/jsx/
http://lcl.cssn.cn/gd/gd_rwhn/
http://ex.cssn.cn/
http://db.cssn.cn/
javascript:window.print();
mailto:skw01@cass.org.cn
javascript:void(0)
http://www.cssn.cn/
http://www.cssn.cn/gd/
http://www.cssn.cn/gd/gd_rwhd/
http://www.cssn.cn/gd/gd_rwhd/xslt/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doZoom(18)
javascript:doZoom(16)
javascript:doZoom(14)


2018/11/18 新世纪文学十五年学术研讨会在沪召开-中国社会科学网

http://www.cssn.cn/gd/gd_rwhd/xslt/201601/t20160104_2810795.shtml 2/2

分享到： 0 （责编：张彦）

  提交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0评论20人参与

用户昵称：社科网网友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纪以来，不论是老作家还是新一代写作者，母语写作的自觉性空前提高”，人们对汉语言

文学的魅力及其潜力充满信赖，这将非常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再创造，也非常有利于全球化

时代的文化交流和平等对话。

　　上海交通大学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何言宏认为，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不

仅出现了很多值得关注的作家和作品，也存在很多十分重要的文学现象，值得研究者变换

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加以分析阐释。这些正在进行的文学活动，“无论是话语表达，还是

审美风格，抑或语言变化，都是文学界、学术界需要予以特别关切的问题”，这就需要研

究者从大量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中做初步遴选和判断。

　　“在我们对于新世纪文学的知识视野中，还有大量未被纳入的内容，它们蕴含着巨大

的可能性和创造力。”李敬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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