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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加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等方
面的优秀著作。
这些著作，对我国百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
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大凡名著，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
瑰宝，均应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传之久远。
“中国文库”收集百余年来的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对20世纪出版业
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
出贡献。
大凡名著，总是生命不老，且历久弥新、常温常新的好书。
中国人有“万卷藏书宜子弟”的优良传统，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中华大地读书热潮
空前高涨。
“中国文库”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帮助更多读
者坐拥百城，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以此获得丰富学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为此，我们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贯彻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以登高望远
、海纳百川的广阔视野，披沙拣金、露抄雪纂的刻苦精神，精益求精、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投入到
这项规模宏大的出版工程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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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为时间跨度，大致按照中国当代文学自1949年以来所经历的不同历史时
期，涌现的不同思想潮流、文学流派以及一些重要文学命题等，精选了一些代表性文论，力图体现60
年来中国当代文论的演变轨迹和整体面貌，反映当代文论取得的重要成就。
所选文论共40篇，作者包括钱锤书、朱光潜、周扬、何其芳、陈涌、秦兆阳、黄秋耘、李泽厚、谢冕
等人。
本书使用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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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新的人民的文艺关于梁山伯祝英台故事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呐喊》与《彷徨》研究之一论“
文学是人学”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对于现实主义的再认识门外谈诗怎样评价《青春之歌》《
山乡巨变》琐谈题材问题通感关于梁生宝形象艺术创作有特殊规律关于形象思维关于人性、人道主义
、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比较文学”中的中篇小说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中国
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轮廓蚌病成珠——论“伤痕文学”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文学批评的研究方
法和研究目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新时期
文学主潮论纲中国近年小说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寻根：回到事物本身关于“重写文学史”专栏的对话
乡村荒原——对于中国现当代乡村小说的一种考察论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问题残雪、余华：“真的恶
声”？
——残雪、余华与鲁迅的一种比较主体与幻想之物——“新时期”文学的意识形态再生产奇遇与突围
——九十年代女性写作。
重复模式与日常生活——几部“新写实”小说中的市民形象新理性精神与文学理论论中国新诗中国当
代的“文学经典”问题怎样评价这个时代的文艺批评中国作家精神还乡的历史流变新时期作家的代际
差别与审美选择新三十年文学的超越性五四能压抑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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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落后的工人终于在代表正确作风的管理人员的耐心教育与关心之下，改变了自己的旧的劳动态度，而
成为生产中的新的积极分子。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最伟大的启蒙主义者鲁迅曾经痛切地鞭挞了我们民族的所谓“国民性”，这种“国
民性”正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长期统治在人民身上所造成的一种落后精神状态。
他批判地描写了中国人民性格的这个消极的、阴暗的、悲惨的方面，期望一种新的国民性的诞生。
现在中国人民经过了三十年的斗争，已经开始挣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所加在我们身上的精神枷锁
，发展了中国民族固有的勤劳勇敢及其他一切的优良品性，新的国民性正在形成之中。
我们的作品就反映着与推进着新的国民性的成长的过程。
对人民的缺点，我们是有批评的，但我们是抱着如毛主席所指示的“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热情态
度去批评的。
我们不应当夸大人民的缺点，比起他们在战争与生产中的伟大贡献来，他们的缺点甚至是不算什么的
，我们应当更多地在人民身上看到新的光明。
这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新的群众的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特点，也是新的人民的文艺不同于过去一
切文艺的特点。
解放区文艺的内容是新的，而且也正因为内容是新的，在形式方面也自然和它相适应地有许多新的创
造。
这首先表现在语言方面。
“五四”以来，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不止一次地提出过与讨论过“大众化”、“民族形式”等等
的问题，但始终没有得到实际的彻底的解决。
直到文艺座谈会以后，由于文艺工作者努力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努力学习工农群众的语言，学习他们
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大众化”、“民族形式”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解决，至少找到了解决的
正确途径。
解放区文艺作品的重要特色之一是它的语言做到了相当大众化的程度。
语言是文艺作品的第一个因素，也是民族形式的第一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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