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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中国文学教程》介绍的是1915-2009年中国（含台港澳）新文学的创作发展历史。
将“现代当代，合二为一”，分为思潮、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影视文学五大篇，篇下各章节突出
文本，重在经典文本的解读与诠释。
对将近150位作家作品的成就、特色、艺术创新做了较深入的剖析。
每章的“小结”概括各类文体的文化特征和潮流演进的历史。
通过有关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的介绍与阐释，读者对不同时期的文学历史文本，能产生比较感性的印
象和比较深入的审美认识。
《现代中国文学教程》是一本适合理工科大学文学院系，二本院校本、专科学生和自考、函授学员学
习中国新文学的新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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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散文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出现了一个创作的高峰。
这个创作高峰中的作品虽然包括各种体裁和诸多形式，但以文艺性散文特别是抒情性散文的成就最大
。
其主要代表作家是被称之为散文三大家的杨朔、秦牧、刘白羽，作为这一时期散文创作最高成就的标
志，他们的散文代表了当时散文的一种重要的艺术表现形态，对后来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艺术影响—
—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
杨朔（1913-1968）山东蓬莱县人，抗日战争时奔赴延安，解放战争时担任新华社随军记者，抗美援朝
时曾赴朝，著有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
新中国成立后才致力于散文创作，结集有《亚洲日出》、《海市》、《东风第一枝》和《生命泉》。
这些抒情散文先后写于1955至1965年间，其中大多数作品在五六十年代广为传诵，不少作品被选入中
学语文课本。
作为当时散文创作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杨朔的散文是以追求诗化的抒情为特征的。
这位作家的创作经历了一个由写实到抒情的发展过程，最后则趋向于拿散文“当诗一样写”，在散文
中“寻求诗的意境”。
①他的这个创作特征虽然在50年代中期即初露端倪，并开始写出了在艺术上比较成熟的作品如《香山
红叶》。
但真正体现他的成熟期的艺术风格和创作特征的作品，大都是创作在60年代初期，其中的《荔枝蜜》
、《茶花赋》、《雪浪花》等，更是当代散文的艺术精品。
杨朔的散文主要得益于中国古代诗词艺术，是这期间的文学重视继承民族传统所结的果实。
他探索诗与散文的结合，把中国新文学史上主要受西方影响的现代散文的发展，向前推进了一步，造
就了一种新的民族化的散文形态。
这种新的形态的散文对后来的散文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至于在一个时期内，成了散文创作竞相
仿效的艺术模式。
但与此同时，杨朔的散文创作自身也因为这种“模式化”，而逐渐失去了艺术创造的活力。
杨朔的散文努力追觅时代的足迹，是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颂歌的代表性作家。
杨朔从单纯中求复杂，从复杂中求简练，使艺术结构与创造意境、抒写诗情完整地统一起来，从而创
造了他个人的艺术风格，人称“杨朔风”，从而创造了那个时代的一种“颂歌”文体模式。
“杨朔风”具有几个特点：（1）努力营造诗的意境。
他善用比兴，托物言志、借景抒情，以创造诗的象征比附的境界。
如《雪浪花》中以海边浪花冲激礁石的执著气势，比喻“老泰山”人老心不老奉献残生余热的美。
（2）讲究艺术结构。
常采用曲径通幽、“卒章显志”的园林式结构，于云遮雾障中间峰回路转，层层叠叠，变化多端，显
得缜密精巧、引人人胜。
同时他又善于运用虚实、隐显、疏密、抑扬、张弛等艺术辩证法，对各种材料进行剪裁、缝合、布局
和组织文章的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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