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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2》突出文学史观、突出客观的文学倾向，用现代性的视
野来描述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突现复杂而多元的文学追求。
改变了以往单一化和概念化的局面，在介绍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的同时，还把自由主义
文学、通俗文学和其他文学流派及样式看作与中国新文学并行发展的多条文学史线索和同等重要的文
学现象，给予众多作家、流派风格以更宽容和更广大的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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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六章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第一节 文化革命的深入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
立第二节 对“新月派”和法西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斗争第三节 对“自由人”、“第三种人”
的批判第四节 文艺大众化运动第五节 瞿秋白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第六节 民族
危机的加深和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第七章 鲁迅（下）第一节 从《而已集》到《花边文学
》第二节 且介亭杂文及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第三节 《故事新编》第四节 在文艺理论上的贡献第八章 
茅盾第一节 思想发展与初期创作第二节 《子夜》第三节 《林家铺子》、《春蚕》等短篇小说第四节 
散文第九章 巴金、老舍、曹禺第一节 巴金和他的《激流三部曲》第二节 老舍和他的《骆驼样子》第
三节 曹禺和他的《雷雨》、《日出》第十章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创作（一）第一节 蒋光
赤和早期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作家第二节 柔石、胡也频、殷夫等的创作第三节 左翼戏剧运动及
田汉等的剧本创作第四节 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群众歌谣第十一章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
学创作（二）第一节 张天翼、艾芜等作家的小说创作第二节 叶紫和“左联”后期的新人新作第三节 
中国诗歌会诸诗人和臧克家等的创作第四节 杂文、散文和报告文学第五节 其他作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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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中，革命作家提出了文艺大众化的口号，并且作了反复的讨论和初
步的实践。
这说明他们不仅在理论上认识到文学与群众结合的重大意义，而且开始在实际行动中正视和力图解决
革命文艺脱离群众的尖锐问题。
虽然，前前后后参加这个讨论的成员比较复杂，大家的思想水平和具体意见并不完全一致；但就这场
运动的基本趋势而言，是在左翼作家学习列宁的“艺术是属于人民的”伟大思想号召下兴起和开展起
来的。
通过这一运动，对“五四”文学革命以来的“欧化”倾向及其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初期的“左”
的发展，有所警惕和批评；对一向受到排斥和轻视的传统文学形式，开始注意批判地继承，加以采用
；对“五四”以来的白话文学和工农群众脱节的现象，也有所认识，提倡学习人民口头语言以创造新
的文学语言。
以上各点，都有助于缩短文学和群众的距离。
此外，对于文学的新旧形式的关系、对于文学语言和人民口头语言的关系等问题，在理论上作了有益
的探索。
这些都是文艺大众化运动的重要收获，对于革命文学为群众服务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是，三十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的，又正值反动派进行文化“围剿”的时
期，国民党政府用各种措施隔绝革命作家、革命文艺和工农群众接近，这不能不严重地妨碍了文艺大
众化的实现。
正如鲁迅所指出的：这个目的在那样的客观环境中是不可能完全达到的。
同时，革命作家的一些错误认识，也影响着运动的成果。
首先是大多数作家把大众化主要理解为文学形式的通俗化，即使触及到作品内容和作家生活，也偏重
于观察体验工农生活，学习他们的语言等。
这些固然都为实现大众化所必需，但如果作家不深入工农群众的实际斗争，改造自己，与工农群众的
思想感情打成一片，那么写出来的通俗化作品，也不会为工农大众所喜爱，成为于群众有益的真正大
众化的作品。
正如周扬后来所指出的：“他们各方面都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感，但却错误地把这些思想情感
认做了无产阶级的思想情感。
”①他们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还有改造思想感情的必要，反而强调“和大众自己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
、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斗争，去和大众的无知斗争②。
大众化被理解为化大众，因而需要注意的也主要是形式的通俗化了。
其次，还有一部分作家轻视文艺的普及工作，缺少创作通俗化作品的热情，长期存在“只有人在叫，
没有人去干”的现象，无法把一些积极的主张贯彻到创作实践中去。
这些现象，反映出新文学第一个十年期间的将作家和艺术置于民众之上的资产阶级意识的残余，在一
些革命作家的头脑中还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成了妨碍运动健康发展的主观因素。
所以，“在上海时期，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③，仍然没有普及
到广大的工农群众中去。
文艺大众化的真正实现，文艺与群众的真正结合，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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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现代文学史2》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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