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傷痕時代”及其文化應對

楊慶祥

提　 　 要

這究竟是一個什麽樣的時代？應該從何種層面來對這個時代命名？這是

知識者的責任和義務。在全球化和中國本土的雙重視野中，楊慶祥從精神性

的角度將這個時代命名爲“新傷痕時代”，它在普遍的意義上指的是一切非人

性的秩序對個體和共同體的傷害，它在其最具體性上指的是中國的“改革”之

陣痛及其傷害。楊慶祥進而提出只有通過有效的“新傷痕文學”的書寫，才能

表達、呈現並拯救這種傷痕。

關鍵詞：新傷痕時代　 新傷痕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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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兼具中國性和世界性的一種時代精神症候。它在普遍的意義上指的是一

切非人性的秩序對個體和共同體的傷害，它在其最具體性上指的是中國的“改

革”之陣痛及其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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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相對於 １９８０ 年代“傷痕書寫”以文革史爲書寫物件，“新傷痕文學”

書寫的物件是“改革開放史”。

第二，相對於 １９８０ 年代“傷痕書寫”的人道主義話語，新傷痕的一部分寫

作延續了這一人道主義話語，而另外一部分寫作，則從政治經濟的現實出發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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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了這一人道主義話語，呈現多元的精神視野。

第三，如果説 １９８０ 年代的“傷痕文學”是一種對抗式的寫作，並由此呈現

出一種恨的美學，那麽新傷痕文學書寫出現了一種對話式的傾向，並出現了一

種愛的美學。

第四，在對話的寫作姿態和愛的美學中，新傷痕文學不僅發現並揭露了傷

痕，並對此傷痕進行了照亮和療愈。看到陰暗和傷害不是目的，而是爲了重建

確定和信任的希望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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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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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ｎｄｐｏｉｎｔ．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Ｎｅｗ Ｓｃａｒｓ”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ａｌｌ ｓｏｒｔｓ ｏｆ

ｈａｒｍ ａｎｄ ｔｒａｕｍａ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ｈｕｍａｎ ｏｒｄｅｒ ｂｒｉｎｇｓ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ａ ｍｏｒ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ｅｎｓｅ，ｉｔ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ｒｏｅｓ ａｎｄ ｄａｍａｇ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ｔｈａｔ ｏｎ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ｏｆ “Ｎｅｗ

Ｓｃａｒ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ａｎ ｗ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ｈｅａｌ ｔｈｉｓ ｋｉｎｄ ｏｆ ｓｃａ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Ｎｅｗ Ｓｃａｒｓ，Ｎｅｗ Ｓｃａｒ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７４２“新傷痕時代”及其文化應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