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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原伦，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媒体策划与文化创意研究中心主任，从事当代文学批评、文艺理论、媒介文化、传播学

理论研究。先后撰述和主编有关文学批评、媒介文化研究、当代艺术丛书及教材二十余种。代表著作有《文学批评学》、《历史描述与逻辑演绎》、

《传统的界限》、《90年代批评》、《媒体文化与消费时代》、《我聊故我在》、《媒介文化十二讲》、《观念的艺术与技术的艺术》等。曾任中国当

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教育部新闻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北师大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并任《今日先锋》丛书主编。

　　蒋原伦先生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涉足媒介与文化传播研究领域，曾先后主编了“媒介文化丛书”“新媒介丛书”“媒介与文化传播研究丛书”，并和张柠教

授一同创办了《媒介批评》辑刊，开媒介文化批评之先河。他关注媒介文化的政治功能、社会意义与精神内涵，在媒介文化的研究方面独树一帜；他的

批评追求纵横捭阖，多体混杂，既立足社会文化批评，又通过观察和反思中国媒介技术的特点、状况和趋势，分析当前中国社会的历史处境和现实困境

等问题，观点别具一格，在探索媒介批评的未来的道路上开辟出一条道路。有学者认为，“蒋原伦积十几年之功，创造或者说重新定义了中国的‘媒介批

评’，创造了一种‘媒介生活批评’”。这种批评超越了对媒介、技术和观念的简单批判，立足于技术社会和媒介社会的大背景中，对媒介技术时代的生活进

行了反思。“结合中国的媒介现实，突出中国的媒介文化现象，成为蒋原伦媒介批评的亮点。” 
 

简历：

1982年于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毕业获学士学位； 

1982年9月－1985年9月在黑龙江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研究所现当代文学研究室工作； 

1985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学位，师从童庆炳教授； 

1988年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学位； 

1987年10月－1995年4月任中国作家协会机关报《文艺报》编辑、记者，并从事文学评论工作； 

1995年5月－1996年4月任《中国土地报》总编助理； 

1996年5月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先后在文学、写作教研室和新闻传播学研究所任教，讲授过文学写作、当代文学研究、传播理论、大众文化批

评、传播学史、媒介文化等多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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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导师童庆炳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文艺学、当代文学、传播学、文化与传播研究、媒介批评

著作、编著：

《文学批评学》（与潘凯雄等合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系文艺新学科建设丛书之一种，该丛书列入中国社科“七五”规划。） 

参与童庆炳主编的《现代心理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撰写有关章节。（系国家社科“七五”重点项目，荣获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优秀成果中国文学二等奖）。

《文学批评学》（与潘凯雄 贺绍俊合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 

《历史描述与逻辑演绎——文学批评文体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 

《传统的界限——符号、话语与民族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九十年代批评——兼论当代文化走向》，天津社科出版社，2000年2月。（系九五国家教委规划项目。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学术著作奖。） 

《媒体文化与消费时代》，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1月。 

《我聊故我在》，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  
《媒介文化十二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 

《观念的艺术与技术的艺术》，新星出版社，2014年7月。 

 

主编丛书：

主编《媒体文化丛书》（6种：《欲望花窗》、《文学网景》、《脱口成风》、《花园声音》、《霓裳神话》、《媒体文化与消费时代》），中央编辑出

版社出版，2004年。 

主编《新媒体丛书》（4种：《闪客江湖》、《游戏东西》、《我为信狂》、《我聊故我在》），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 

主编《媒介批评》5辑，广西师大出版社。 

主编《今日先锋》17辑，分别由三联书店、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主编《媒介与文化传播研究丛书》（3种：《全媒体时代的手机媒介研究》、《阐释·流动·想象——风险社会下的信息流动与传播管理》、《媒介的暗

面：数字时代的媒介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主编参编教材：

参与童庆炳、程正民主编的《文艺心理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4月。 

主编《文学批评与文体》（蒋原伦、 潘凯雄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 

主编《媒介文化十二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 

译著：

《创造的世界——艺术心理学》（与他人合译），黄河文艺出版社，1988年。 

研究课题：

1996年  承担国家教委个人规划项目《当代文学批评走向》。

2001年  参与张同道教授获的北京市社科重点项目《电视受众收视研究》。

2011年  承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文学史研究观念的演变和20世纪批评的转型》。

 

近年论文及现当代批评文章：

《<由闯关东的汉子>谈起》，  《北方文学》1982年8期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巡礼》  《文艺评论报》1983年3月1日 

《<人约黄昏后>得失谈》          《文艺评论报》1983年9月1日 

《艰难的挖掘——读<小巷深处>》  《小说林》1984年1期 

《创作与偏激》                《黑龙江日报》1984年2月9日 

《创作流行病琐议》             《黑龙江日报》1984年3月4日 

《纤细 宁静 哀婉》             《北大荒文学》1984年4期 

《厂长的故事——简评程树榛的几篇近作》，《文艺评论》，1984年01期。 

《钱谷融教授访问记》，《文艺评论》，1985年01期。 

《失落了优美之后——谈王安忆创作中的直观把握》，《文艺评论》1986年01期。 

《文学的情感特征与社会批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04期。 

《新时期的风俗小说潮流》，《求是学刊》，1986年05期。 

《粗鄙——当代小说创作中的一种文化现象》，《读书》，1986年10期。 

《读<荒原的旋律>随想》，《文艺评论》，1987年01期。 

《话说“老爷子”——谈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改造》，《读书》，1987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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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的以物观物说与康德的美学思想》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1期 

《北国的苍茫 北国的力》   《青年文学》1987年8期 

 《宏观批评的困境与出路》 《当代文坛》1987年10期 

《遥远的白房子》          《文艺报》1987年11月14日 

《<极地之侧>是模仿之作》，《文学自由谈》，1988年01期。 

《<故人>的叙述艺术》，《文学自由谈》，1988年01期。 

《北大荒精神与肖复兴的报告文学》，《文艺评论》，1988年04期。 

《批评的自省与创造——批评心理研究札记》，《文学评论》，1988年05期。 

《批评意识论》，《文学自由谈》，1989年01期。 

《批评——杀死作品》 《文学角》1989年1期 

《文坛新潮与个人主义》《百花洲》1989年1期 

《批评家与攻击性》，《文艺研究》，1989年02期。 

《一个书香门第的衰落》，《文学自由谈》，1989年02期。 

《名流的咏叹》，《读书》，1989年03期。 

《知识分子的心态与生态》 《东方纪事》1989年3期 

《男女各占其半——话说岗上的世纪》《文艺学习》1989年4期 

《一个新主题的出现——评刘震云的<单位>》《文艺报》1989年4月22日 

《先锋：形式乎，情感乎？》 《人民日报》1989年5月16日 

《谈一个流行的句式》，《文学自由谈》，1989年06期。 

《诗学与神话》        《北京文学》1989年5期 

《论近期中短篇小说的表现技法》 《文艺理论家》1989年5期 

《论批评家的心理素质》   《中州文坛》1989年5-6期 

《林纾·茶花女及其它》，《文学自由谈》，1990年03期。 

《漫画释经 金针度人》，《读书》，1990年03期。 

《老派小说读意义 新派小说读句式》 《钟山》1990年3期 

《华丽忧伤又一曲》，《文学自由谈》，1990年04期。 

《论批评的几种心理效应》 《上海文论》1990年4期 

《小镇 女人 聊天》  《作家》1990年6期 

《由刘毅然小说谈起》，《文学自由谈》，1991年01期。 

《文学与生态——读书杂感之一》，《文学自由谈》，1991年03期。 

《评中篇小说擂台赛》           《小说家》 1991年2期 

《史铁生小说的几种简单的读法》，《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03期。 

《小说·历史·意识形态——周梅森、格非小说中的历史》，《上海文学》，1991年04期。 

《新时期文学主流》，《上海文学》，1991年10期。 

《符号体验与生活体验》 《上海文论》1992年2期 

《沈乔生小说中的叙事和语言》《上海文论》1992年4期 

《在同一地平线上》   《当代文坛》1992年3期 

《批评与对话》      《文学评论家》1992年3期 

《一种新的批评话语——读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文艺评论》，1992年05期。 

《叙事学研究在中国》 《上海文论》1992年6期 

《梨园剪影》        《文艺学习》1993年复刊号 

《后现代笔谈》    《钟山》1993年1期 

《广告的魅力》  《文艺世界》1993年4期 

《六朝如梦鸟空啼》 《文汇读书周报》1993年5月 

《快乐的文本》，《读书》，1993年06期。 

《保守的文学》 《武汉晚报》1993年7月13日 

《巫术与艺术》，《文学自由谈》，1994年01期。 

《漫说白云观》，《作家》，1994年03期。 

《诗化理论——对“新状态”的一种质询》，《文艺争鸣》，1994年05期。 

《符号的民族性与话语的个人性》  《文学世界》1994年5期 

《关于<家道>》，《北京文学》，1994年11期。 

《暗示·体验·创作》，《作家》，1994年12期。 

《幸运时代的镜子》  《中华读书报》1994年12月14日 

《心灵的松弛》 《光明日报》1994年8月31日 

《符号泛滥：当代审美文化剖析》，《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01期。 

《好作品永远畅销》，《出版广角》，1995年06期。 

《美与腐败》，《信息经济与技术》，1995年11期。 

《经典·谎言·裂缝》，《人民文学》，1995年12期。 

《莫把小说当历史》 《文学自由谈》 1996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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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人情》，《北京文学》，1996年09期。 

《过都历块好手笔》，《博览群书》，1996年11期 

《遭遇摇滚》     《为您服务报》1996年4月18日。 

《论吴亮话语》   《为您服务报》1997年1月10日 

《今日写作》    《莽原》1997年3期 

《论长恨歌》    《今天》1997年3期 

《悬念的拖累》，《当代电影》，1997年02期。 

《伤痛感与病孩形象》，《南方文坛》，1997年03期。 

《文化理想 》         《今日先锋》总第五期，1997年 

《短篇小说的寓言化倾向》，《北京文学》，1997年10期。 

《今日先锋之命运》，《世纪评论》，1998年02期。 

《先锋的意义》    《中华读书报》1998年2月11日        
《独到的题材意义》   《中国青年报》1998年1月25日 

《选择》             《精品购物指南》1998年2月 

《在宏伟叙事的背后》，《当代电影》，1998年03期。 

《关于批评的有话直说》《北方文学》 1998年3期 

《批评出了问题》      《文艺报》 1998年6月23日 

《坚硬而清晰》        《读书》  1999年1期 

《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写作》 《东海》1999年7期 

《主义批评的式微——关于90年代批评的一种描述》，《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05期。 

《书评——当代人的一种文化选择》，《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01期。 

《短暂的狂欢与对话文体》，《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03期。 

《“断裂”喧响中的先锋与传统》，《文艺研究》，2000年06期。 

《观念有多自由 艺术的空间就有多大》 《文艺报》2000年1月7日 

《拒绝的姿态》，《山花》，2001年02期。 

《中国：神话叙事进入历史》，《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03期。 

《大众文化的兴起与纯文学神话的破灭》，《文艺研究》，2001年05期。 

《中国风格——关于<檀香刑>》，《南方文坛》，2001年06期。 

《“期刊热”，“网络”之后的又一个神话》，《文汇报》，2001年11月10日。 

《媒体文化刍议》，《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01期。 

《当代艺术中的中国经验》，《艺术当代》，2002年05期。 

《媒体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开放体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06期。 

《媒体价值观》，《花城》，2002年06期。 

《媒体文化的同质化》，《文汇报》，2002年06月22日。 

《知青生活的快乐文本》，《中国图书商报》，2002年11月08日。 

《现代神话》，《新亚论丛》，2003年01期。 

《媒体文化引导消费》，《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03年03期。 

《亲情的困境》，《中华读书报》，2004年02月11日。 

《“国粹油画”与当代艺术评价体系》，《文艺研究》，2004年02期。 

《西方神话与叙事艺术》，《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02期。 

《“梳理”媒体文化》，《人民政协报》，2004年03月22日。 

《建筑与公共艺术》，《艺术当代》，2004年第4期。 

《好歹编圆了故事》，《读书》，2005年03期。 

《拒绝时间》，《文艺研究》，2005年03期。 

《大众文化研究的系谱》，《上海文化》，2005年03期. 
《聊天的媒介学分析》，《媒介批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 

《文学的激情与理想》，《上海文学》，2005年12期。 

《潜入乡村的“陌生人”》，《江淮时报》，2006年01月06日。 

《网络聊天的语用和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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