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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文学视域下中国形象的诗性书写

李胜清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方言与文化科技融合研究基地#湖南 湘潭 "%%!$%$

摘4要#中国形象的诗性书写是新世纪文学一种新的表意动向" 这种书写实际上是一种重述中国的文学行动!它重

构了中国经验与中国故事的讲述方式" 这种诗性书写是通过回归与激活传统美学而实现的!传统文化精神与美学风格

是它的基本资源依凭" 美好人性人情#具审美现代性质素的文化乡愁与故乡记忆#具形而上性质的精神境界与意义世

界#神秘地域文化与民族神话叙事等形构了中国形象诗性书写的审美意涵$在艺术形式与话语风格方面!这种书写氤氲

着一种古典美学趣味!表现出鲜明独特的 &中华审美风范'" 从深层文化意味来看!这种书写是新世纪文学关于中国形

象的灵魂书写与精神烛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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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在新世纪文学关于中国形象的多元化想象和

书写中#重构中国形象的诗性之维渐次成为一种

新的表意动向' 这种情况表明#新世纪文学对于

中国形象的书写不但超越了西方%他者化&价值

范式的宰制性影响#而且确立了自我书写的主体

性且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问题意识#自觉从诗性

之维来书写中国形象就是这种问题意识的重要表

征之一'

一4重述中国的文学行动

就新世纪文学而言#中国形象的诗性书写具

有某种特殊的意义#它不但关乎中国形象诗性品

格的历史赓续#而且关系到这种品格的当代重构'

作为一种本质意义上的重述中国的文学行动与实

践#它既是对新世纪语境中新出现的中国表情(中

国经验的审美呈现#也是关于中国故事的另一种

讲述方式#建构了当代中国形象书写新的意义生

长点'

作为重述中国的文学行动#中国形象的诗性

书写之所以成为一种新的审美现象#其前提就在

于新世纪语境中的中国形象本身及其内涵出现了

新质#具有诗意性质的日常生活(社会人生日益成

为中国形象书写的主要价值关切' 历史地看#诗

性品格一直构成中国形象及其社会生活内涵的本

体论属性之一#但是在 !$ 世纪八九十年代#基于

商品化(消费化以及全球化的宰制性影响#从世俗

化(消费化等实用理性和工具理性角度来塑造中

国形象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文学倾向' 不可否

认#就结构性的中国形象及其内涵而言#某种程度

的世俗化与消费化无疑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在这

种被严格规定的意义上#书写世俗性的中国形象

及其内涵也是文学的诉求之一#但是一旦逾越其

边界失于泛滥#它就可能导致中国形象及其内涵

陷入某种极性世俗化与消费化的单维度状态' 这

种情况意味着#世俗化(消费化的中国形象成为文

学书写的主要旨趣与关切#而其诗性品格则日渐

式微#沉潜为某种被遮蔽与被遗忘的状态' 就此

而言#新世纪文学关于中国形象的诗性书写实际

上是对另一种中国经验的重现与另一种中国表情

的重塑#作为一种自我意识的解蔽与澄明#它召回

了人们关于诗性中国的形象记忆与文化身份认

同' 在这样的问题域中#反思并解构从工具理性

维度解读和书写中国形象成为文学重述中国的自

觉选择#新世纪文学开始注重从价值理性(审美现

代性维度来解读和书写中国)更着意于从中国精

神(中国力量和中国文化心理等体验性层面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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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形象)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的主体属性如理

想性(传奇性(浪漫性(神圣性等方面成为重述中

国的意义落点#关于超越品质(象征意蕴(审美浪

漫主义与道德理想主义的审美言说丰富(刷新了

新世纪的中国感知#形塑了新的中国印象#为人们

提供了一种似曾相识但又有些许陌生的中国

经验'

全球化语境下#重述中国还蕴含着重新定义

中国形象及其如何参与全球化的深层意涵#%对

中国的当下来说#国家形象#可以成为中国重思自

己和重思世界的一个契机&

!

' 重述中国实际上

就旨在对中国形象的全球化内涵与属性进行一种

文化省思与美学重构#以便建构一种相异于以往

那种全球化属性有余而民族个性不足的中国形

象' 问题是这种提法意味着#要塑造具有全球化

品格的中国形象#不但应该注重中国与其他国家

相似或相近内涵属性的书写#更要注重对中国经

验及其独特规定性的书写#并且以这种彰显中国

历史和民族独特个性的%和而不同&的方式参与

全球化进程#修正(重构新世纪语境下中国形象的

在世方式与介入全球化的方式"

' 新世纪文学通

过展示一些新的美学姿态#已部分地实现了重述

中国的这种诉求#具体而言#就是从民间文化(边

地文化和历史文化等本土资源中汲取审美诗情以

建构民俗中国(风物中国(古典中国等几类独特诗

性形象#丰富新世纪中国形象的打开方式#为中国

形象的全球化呈现提供新的表征维度与致思

向度'

重述中国是新世纪文学对中国形象所作的一

种新的想象与书写#这种新的想象和书写在新世

纪语境中接续了从诗意之维书写中国形象的审美

范式#确立了当代中国形象书写的复调意义结构#

充分估计了中国形象价值内涵的丰富性与复杂

性#尊重了中国形象的过去与现在及其祖述关系'

二4回归传统的美学视域

对于新世纪文学而言#从诗性维度重述中国

显然不能缺乏特定的资源依凭和切入角度#否则

这种重述行动就是任性的和虚妄的' 鉴于全球化

语境对于个别民族及其生活经验的趋同化形塑#

试图借助这样的同质化经验来言说独特性的中国

形象或者中国形象的独特性无疑是不现实的' 在

某种意义上#新世纪文学之所以要重述中国#一个

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全球化语境下的同质化经验以

及趋同性国家形象书写的反思和解构#因此#规避

同质化#通过回归具有独特规定性的本土文化传

统以彰显中国形象的个性尤其是诗性品格就成了

新世纪文学重述中国的必然选择'

如果说新世纪文学关于中国形象书写的特点

在于其诗性书写#那么选择回归传统来实现这个

特点就构成其诗性书写的独特路径' 之所以选择

这样的路径#其外因和内因兼有#回应全球化语境

下独特中国形象的书写需要是其外因#而重构中

国形象的诗性品格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接续其诗

性谱系乃是内因' 就前者而言#传统文化资源及

其所彰显的美学视域丰富了新世纪文学及其关于

中国形象的想象#能有效廓清中国形象的历史脉

络与文化记忆#%融入了全球化的新世纪的中国

文学#它应该是能够充分地表现中华民族的生活

体验(传统习惯(审美情趣的)它应该是和我们几

千年来的悠远流传的传统文化(古典文学浑然相

接(和谐融入的&

#

' 而从后者来看#新世纪文学

放弃了对 !$ 世纪 6$ 年代先锋叙事(形式实验与

语言游戏等创作技巧的迷恋#重拾文学与自然(社

会以及内心情感的联系#建构了从抒情传统和人

文主义美育传统书写中国形象的新的美学范式'

%在新世纪的小说创作中#重新反观内心#以小说

的形式检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0的心路历程#检

视内心的矛盾或惶惑#也是一种端倪初露的现象

之一' 这个现象也可以说是向传统回归的现

象'&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哪种情形的回归传

统#我们都不能仅限于纯粹技术层面的考察#回归

传统最贴切最本己的含义显然指涉着某种形而上

的品性与超越性的精神#一如李敬泽关于莫言长

篇小说+生死疲劳,的意义阐释!%+生死疲劳,是

一部向我们伟大的古典小说传统致敬的作品' 这

不仅指它的形式(它对中国经验和中国精神的忠

诚#也是指它想象世界的根本方式' 在中国古典

小说中#人的命运就是世界的命运#人物带动着他

的整个世界#比如+红楼梦,#整个世界跟着那个

人颓败下去#+金瓶梅, +水浒传, +三国演义,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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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此' 这一点过去很少有人注意#这恰恰是古

典小说的根本精神#现代小说已经遗忘了这样的

志向#而+生死疲劳,让我们记起了那种宏大庄严

的景象'&

!其中的核心义理就是要切中中国人的

独特主体性格(情感意志与心理体验#表达中国人

关于自然与社会的独特理解#关于自我存在意义的

独特思考#以中国文学书写%中国之心&' 对新世

纪文学的中国形象诗性书写而言#这不仅意味着某

种方法论#而且直接关涉其本体论的内容构成'

作为一种具有%情本体&结构特点的文学形

态#中国文学一直注重%体验式&书写#即从体验

维度对对象进行书写#表达主体之于对象的情感

态度与意志心理#这种情况在传统美学视域中表

现尤其突出' 从这种意义上说#新世纪文学在中

国形象诗性书写问题上选择回归传统实际上就是

回归古典美学视域的%情本体&结构与体验书写'

在这样的问题框架中#除却继续展示(描述侧重客

体层面的%中国经验&之外#更重要的是对那种侧

重主体维度的独特%中国体验&的表达#%中国体

验&与%中国经验&尽管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

面#但在相对的意义上#两者侧重点不同且具有不

尽相同的美学功能' 回归%中国体验&书写意味

着新世纪文学对中国形象内涵中主体维度与人文

因素的关注#对中国人独特丰富的存在性状(生命

历程(人生态度(信仰立场等的关注#在这种性状

下#人们关于特定对象的情感态度取代对象本身

成为文学书写的重点' 就中国形象的诗性书写而

言#要从精神实质上认识(理解中国形象并获得切

身体验#人们更多地应该通过对中国形象内涵中

的人和事所进行的意义解读(阐释来达成#而不是

仅仅浅止于那些纯粹实证性的与经验性的人和事

本身#因为它们建构的只是中国形象的表象与形

式#而体验维度的书写则可以有效地勾勒中国形

象的精神肖像及其意义形态#指涉人们的精神世

界与心灵秩序'

通过回归传统来重述中国尤其是进行中国形

象的诗性书写对于新世纪文学的意义当然不限于

形式技巧层面#更重要的还在于其中所澄明的问

题框架与提问方式' 中国古典诗学的一个重要特

点就是其典型的人文品质#始终关涉人性人情#以

人为目的进行叙事' 相较于那种纯粹的科学主义

文学观而言#这样的美学姿态既接地气#又因为超

升于现实之上且注重生活意义的质询而幻化出浓

重的诗性气质' 新世纪文学在美学视域上选择回

归传统#实际上就是选择回归中国古典诗学的诗

性现场及其当代形态'

三4中国形象诗性意涵的文本表征

作为对中国形象意义域的一种丰富与拓展#

新世纪文学关于中国形象的诗性书写在某种意义

上就是以审美实践的方式探究新的历史语境下塑

造怎样的中国形象以及如何塑造的问题#换言之#

新世纪文学是以诗性中国来重新定位中国形象

的' 从诗性之维来书写中国形象既彰显了某种历

史感#又展示了中国形象诗性内涵在新的语境中

所具有的新的可能性与意义向度' 基于当代中国

社会生活的丰富性#新世纪文学视域中的中国形

象诗性意涵呈现出一种全息性的特点#在中国经

验的各个领域都留下了其意义痕迹#以某种复调

文本叙事的意义结构表征了它在新世纪文学场域

中的独特在场与美学态度'

在新世纪文学文本中#中国形象诗性意涵的

延展似乎没有边界的限制#它几乎指涉了当代中

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诗性意涵之于中国

形象而言实际上是一种本体论的价值规定与身份

规约' 面对新世纪文学文本丰富复杂的意义世

界#我们至少可以在四个方面发现诗性意涵的对

象化显现' 通过对美好人性人情的刻画以书写中

国形象诗性意涵是新世纪文学表意的一种自觉选

择' 事实上#书写美好人性人情一直构成中国文

学的美学传统与惯例#但是在新世纪语境中#这一

点却具有某种新的特殊的意义#面对文化全球化

及其趋同性甚至是工具性的强势话语扩张#新世

纪文学选择以中国立场来书写美好人性人情尤其

是深具中国传统特点的人性人情似乎是一种自我

孤立(自说自话的不合时宜之举#但在事实上#这

却昭示了新世纪文学在事关中国形象书写问题上

的文化自信与自觉#书写具有传统诗性意味的人

性人情彰显了中国经验的独特性#显示了某种对

抗全球化的审美之思' 铁凝的+笨花,(贾平凹的

+秦腔,和+古炉,(王安忆的+天香,(余华的+兄

弟,与+第七天,(苏童的+河岸,与+碧奴,(刘醒

龙的+天行者,等都从不同程度和不同方面描述

了主人公们面对复杂社会关系与生活环境所展示

的温情与人性' 在具体的文本中#有对诗意内涵

的直接书写#也有通过否定或批判非诗意生活的

6"%

!莫言#李敬泽!+向中国古典小说致敬,#+当代作家评论,!$$1年第 !期'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第 #期

方式来间接彰显某种诗意的意向#在诗意书写的

总基调下#其维度是多元化的' 为了反思(解构工

具现代性所催生的商业化(消费化与都市化生活

趣味#新世纪文学开始致力于书写审美现代性或

文化现代性的社会人生与生活#以期重新为生活

世界赋魅#重拾人生的神性与诗性#重构中国形象

的审美之维与文化之维#%进入新世纪以来的文

学#就更侧重对日益解体中的传统乡土的现代性

乡愁的抒发#更关注农民的灵魂状态#文化人格#

更关注他们在急遽变革的大时代中道德伦理的震

荡和精神的分裂#从而把表现重心放到中国农民

在现代转型中的精神冲突和价值归依上' 而其表

现手法#大都具有与政治经济事实保持一定的距

离#淡化写实性#突出写意性#突出文化想象的特

点&

!

' 文化乡愁与故乡记忆就是在这样的意义

上被召唤#成为新世纪文学中国形象诗性意涵书

写的特殊意义落点' 贾平凹的+秦腔,+高兴,+古

炉,+带灯,+老生,#铁凝的+笨花,#阎连科的+受

活,+耙褛天歌, +坚硬如水,#李洱的+石榴树上

结樱桃,#鲁彦周的+梨花似雪,#周大新的+湖光

山色,#高建群的+大平原,#刘庆邦的+到城里去,

+神木,#关仁山的+天高地厚,#孙惠芬的+歇马山

庄,#林白的+万物花开,#雪漠的+大漠祭,等等#

都从某种前现代性的角度展示了对于故乡意向的

审美想象与价值赋魅' 像+笨花,中的%笨花&就

意味深长#它融朴拙(沉稳与飞扬(轻盈于一体#表

达了坚守的姿态#即对于乡土生活的眷恋以及传

统文化道德的呵护' 在新世纪文学视域中#中国

形象的诗性意涵所指涉的主题是丰富复杂的#既

关乎日常平凡与世俗烟火#又关乎康德意义上的

%头顶的星空与内心的道德法则&#与伟大和高贵

的精神意义直接勾连' 张炜的+你在高原,#格非

的%江南三部曲& +人面桃花, +山河入梦, +春尽

江南,#彭定安的+离离原上草,#张海迪的+绝顶,

和+天长地久,等#是这类书写的典型代表' 孟繁

华关于张海迪的+绝顶,所作的评论揭示了这类

书写的意义目的#%这是一种和绝对精神相关的

选择# 也是一种彰显英雄对壮美渴望的选择' 它

在显示人类战胜自我和极端勇气的同时# 也隐含

了作者在想象中对挑战的向往和回答&

"

' 通过

对高贵事物(应然世界(价值理想与浪漫人生等事

关人的精神境界与意义世界的质询#新世纪文学

建构了一种远离世俗升腾云端的审美世界#以此

暗喻中国形象诗性意涵的精神质地与价值高度'

中国丰富的边地风情与悠久的历史文化一直塑造

着中国独特的品格气质#关于神秘地域文化的书

写与民族神话的叙事构成新世纪文学关于中国形

象诗性书写的又一致思向度' %民歌(寓言和传

说22在某些方面是一个民族的信仰(情感(感觉

和力量的结果' 一个人信仰因为他不知道#他想

象因为他看不见#他受到自己诚实单纯并且尚未

发达的人性的激励' 这实际上是历史学家(诗人(

批评家(语言学家的一个大题目'&

#阿来的+空

山,+格萨尔王,与+随风飘散,#苏童的+碧奴,#

迟子建的+群山之巅,+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

鸦,#叶兆言的+后羿,#李锐和蒋韵的+人间,#红

柯的+西去的骑手,与+大河,#刘亮程的+虚土,

等等#他们或者深描地域文化的神秘世界#或者借

助对民族历史神话的当代重述来唤醒崇高文化记

忆#重构诗意秩序' 然而无论是哪种情况#就其关

于中国形象的诗性品格而言#它们都表达了中华

民族的诗性智慧与对于自然万物(生命存在丰富

性与深刻性的独特理解与体验'

四4中国形象诗性之维的表意机制

作为一种总体性的美学规定#诗性品格之于

中国形象书写而言不但意指其价值内涵方面#而

且关涉这种形象书写的艺术形式与话语机制方

面#对于新世纪文学的中国形象书写来说#它们表

征为积淀着深刻而丰富的诗性意涵的%有意味的

形式&' 因应其内涵的这种特定性质#新世纪文

学关于中国形象的书写在艺术形式与话语机制层

面也呈现出具有中国古典美学趣味的诗意性质'

相较于价值意涵的表现力来说#艺术形式与

话语机制更具有某种直观的感受力#它直接以感

性的方式修饰了中国的人和事#彰显了中国形象

的诗性气质' 与日渐立足中国独特经验书写中国

形象相一致#新世纪文学对于中国形象的书写形

式与美学风格同样表征出了愈益浓重的中国古典

诗化性质#经历西方形式主义与先锋叙事的文本

与话语实验游戏之后#回返古典美学的历史深处

已然成为新世纪文学以中国之形刻写中国之心的

文化自觉' %看看近十几年来的小说实践#我们

$&%

!

"

#

雷达!+新世纪十年中国文学的走势,#+文艺争鸣,!$%$年第 #期'

孟繁华!+!$$2!长篇小说中知识分子的天上人间,#+小说评论,!$$+年第 %期'

户晓辉!+现代性与民间文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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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理由感到乐观#中国当代的作家们已经渐

次学会了用更朴素的笔法来表现本土经验的写作

路径!从 !$世纪 6$年代的+长恨歌,+丰乳肥臀,

+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到新世纪之后的+檀香

刑,+人面桃花, +生死疲劳, +山河入梦,#甚至

+秦腔,+受活,+刺猬歌,等#都具有明显的/传统

性0甚至/地方性0色彩' 如今不但已很少有人用

/洋腔洋调0的语言来写小说#而且在叙述方法和

美感神韵方面#也呈现出对传统和本土经验的深

层复归与认同'&

!贾平凹的+秦腔,从+红楼梦,

与+金瓶梅,中吸取了细节刻画的传统笔法#创造

了一种%密实流年&的文本景观#强化了细节的丰

腴与鲜活#凸显了生活的真实感#还原并尊重生活

的复杂性与日常性#深入发微了生活的微观肌理'

在小说+带灯,中#一种注重阴柔与阳刚并置的叙

事风格诠释了贾平凹的另一种古典美学趣味#他

自我评价说#%几十年以来#我喜欢着明清以至三

十年代的文学语言#它清新#灵动#疏淡#幽默#有

韵致' 我模仿着#借鉴着#后来似乎也有些像模像

样了' 而到了这般年纪#心性变了#却兴趣了中国

西汉时期那种史的文章的风格#它没有那么多的

灵动和蕴藉#委婉和华丽#但它沉而不糜#厚而简

约#有意直白#下笔肯定#以真准震撼#尖锐敲

击' 22我得有意地学学西汉品格了#使自己向

海风山骨靠近&

"

' 莫言一如既往地追求着小说

创作的极致美学风格#民间叙事的熟谙借鉴#传统

文化符号的修辞性重构#叙述语言抑扬顿挫的音

韵感#这一切都使得莫言的中国形象诗性书写别

具一种审美的辨识度' 王安忆极具古典诗意气质

的作品+天香,宣示了她对于当代中国生活书写

的古典折返#%天香园&中的人和事都氤氲着一种

古典气息#字里行间情致温婉#清雅朴拙#隽永蕴

藉' 曾经致力于先锋叙事的苏童也以一种新的姿

态表明#他对于中国古典艺术手法的理解与运用

同样是卓越的#%意境中国&应该是他新世纪文学

着力追求的一种美学理想' 有论者指出!%读苏

童的小说#我们很容易会联想到唐诗(宋词的意

境#苏童的小说是以意境取胜的#苏童的小说#使

用的是一种意象性语言#一种在唐诗(宋词(元曲

中流传着的具有汉语特殊情韵的语言方式'&

#新

世纪的代表作+碧奴,以现代寓言的形式重新诠

释了充满神话意味的古典传奇诗学#构筑了民族

诗学的当代美学镜像' 在新世纪语境中#格非以

另一种%新锐&姿态重新定义了自己对于文学的

理解#中国古典诗学从资源基础与价值逻辑方面

成就了他新的创作形态与美学表达式#%江南三

部曲&+人面桃花, +山河入梦, +春尽江南,以浓

郁的古典笔法写尽了中国人间的诗意盎然#一如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授予其获奖词所言#%这是一

部具有中国风格的小说#格非以高度的文化自觉#

探索明清小说传统的修复和转化#细腻的叙事(典

雅的语言(循环如春秋的内在结构#为现代中国经

验的表现开拓了更加广阔的文化空间与新的语言

和艺术维度&' 祖述这种致思向度并致力于深耕

这种美学园囿的当代作家付秀莹更是表现出了高

度的文化自觉意识#%付秀莹对于中国传统的文

学手法与美学风范#向来有着亲近之心与摹写之

意' 她的小说在进入和返向文学传统的路径上#

吸收了梦境(留白(抒情(比兴等手法#在写景状

物(虚实相生(生命循环上也保留着传统文学的诸

多痕迹#连题目都有着趋向于古典的意境#如+惹

啼痕,+定风波,+鹧鸪天,+绣停针,+秋风引,+红

了樱桃, +绿了芭蕉,等&

$

' 当被问及缘何形成

这种具有浓郁中国古典韵味的美学风格时#付秀

莹给出了这样的回答#%这或许同我的人生态度

有关#也可能是缘于我的审美理想' 在审美上#我

大约是偏于古典的一路' 一晌凭阑人不见#鲛绡

掩泪思量遍' 如此温柔敦厚#诗之教也' 过尽征

鸿#暮景烟深浅' 说的是等待' 那种怅惘哀伤#幽

婉缠绵#跟+等待戈多, 中的等待#那种荒谬(单调

枯燥的等待#情味迥异#简直是两重天地' 懒起画

蛾眉#弄妆梳洗迟' 懒#迟#是什么呢#是从容闲

雅#有不尽的意味在里面' 幽微(委婉(细致#情韵

绵长' 这是最中国的审美经验#也是最中国的日

常生活' 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 待闲看秋

风#洛水清波' 这种悲慨旷达#隐忍包容#历千载

不变' 22这是中国文化喂养出来的中国风

度&' 以典型的中国话语言说独特的中国性情是

付秀莹对于%中华文化基因&与%中华审美风范&

深刻的体验与认同#激活古典美学意象#建构诗性

中国的当代形态是付秀莹对于中国传统美学创造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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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独特理解与自觉践诺#有论

者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付秀莹所提供的恰恰

是当今文学界最为缺乏的#那就是对中国文化的

自觉体认#对中国人经验与情感的敏锐捕捉#以及

对传统中国美学的新探索#也就是说#付秀莹讲述

的是中国故事#表达的是中国情感#探求的是中国

美学的新形式' 她的小说不仅写出了个人独特的

生命体验#而且也写出了我们这个时代中国人的

精神密码或/集体无意识0#她能够把握住当代中

国人丰富(复杂而微妙的经验与情感#并且以中国

式的美学表达出来&

!

'

作为诗性意涵的能指符号与感性负载#这些

具有古典特点的艺术形式(话语方式以直观的方

式实现了它的对象化存在#并使得中国形象的诗

性之维落实到文本创作的实践层面与经验层面#

最终获得一种在场感' 就此而言#在新世纪文学

语境中#从诗性之维书写中国形象#澄明中国社会

生活内在固有的诗意基因与古典气质已不再是某

种权宜之计#在其现实性上#它业已成了很多新世

纪文学书写的本体论承诺'

结语

文学对于国家形象的书写除却致力于审美经

验与审美体验层面的感性状写之外#更重要的还

在于对一个国家形象的灵魂书写#也就是说#最本

真意义上的中国形象应该是对于中国精神的一种

审美映照' 在这样的意义上#新世纪文学关于中

国形象的诗性书写实际上就可以视为一种事关中

国精神(中国态度(中国价值(中国立场等的美学

修辞与文化隐喻'

在新世纪文学视域中#中国形象的诗性书写

既烛照了中国人独特的生命形态(存在方式(性格

心理(情感意志与价值理想#又在此基础上表征了

一种总体性的民族精神气质#%民族文化精神#是

民族国家的文化价值观与文化价值体系#它体现

着一个民族的理性精神#诗性智慧#道德品格#思

想风貌#进取求新的处世原则' 它在不同的人群

身上表现各异#但综合起来却是整体精神的体现#

显示了民族精神的气度(面貌&

"

' 换言之#中国

形象的诗性品质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种内在固有

的结构性属性#对这种属性的书写深度探幽了中

华民族独特的文明质素(生产生活方式及其关于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其自我的独特理解#建构起

了中国形象诗性之维的当代形态#接续了%诗性

中国&的形象谱系与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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