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

13位ISBN编号：9787300097268

10位ISBN编号：730009726X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孟繁华，程光炜 著

页数：38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

内容概要

本书在阐释中国当代文学发生、来源和话语空间的基础上，从不同角度系统地揭示了当代中国文学的
历史语境、制度化建立、文学生产和传播控制等内在机制和外部制约等问题，并对20世纪90年代文坛
变化、大众文学、新世纪文学兴起等进行了论述。
 　　第二版新增加两章，半数以上的章节题目重新做了调整，部分章节做了订正、改写和补充，全书
插入近200幅重要作家、作品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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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孟繁华，山东邹县人。
文学博士，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吉林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
会长。
主要著作有《1978：激情岁月》、《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三部）、《传媒与文化领导权》
及《众神狂欢》等十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文艺研究》、《文学评论》等发表理论、评论文
章3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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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与俄苏文学的历史渊源事实上，自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出现于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中以后，与苏联的关系总是微妙而复杂的。
当“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时，“走俄国人的路”，
就是“结论”。
在缺乏经验的领域，向苏联学习也是一个策略上的选择，“在全国解放初期，我们全没有管理全国经
济的经验，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只能照抄苏联的办法”。
但是，“中共领导人从来没有采取照搬苏联经验的立场”。
这不仅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独特性的理解、强调民族主体性相关，同时也与同苏联关系中的痛苦
教训相关：“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
林那里来的。
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
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
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
”与苏联交往的压抑感是不能抹去的历史记忆。
因此，毛泽东在强调向一切国家长处、好的东西学习的同时，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
，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
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这时，毛泽东尤其指出了“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
但这一明确的立场是1956年中苏关系发生危机之后才提出的。
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向苏联学习几乎是没有条件的，特别是在文学艺术领域。
当它被认为是意识形态一部分的时候，与苏联在这一领域内保持一致，就是同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的
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要求。
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封闭的中国唯一保持了与苏联在文艺领域内单向的文化流通，大量
的苏联文学和文艺理论被介绍到中国，也正是在这样的意识形态背景下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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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4年1月，《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05年重印。
出版之后，不少大学将其选为教材或参考教材，多位著名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在学术刊物上为本书
撰写了评论或书评，许多专业研究者的论文和博士论文将本书作为重要的参考文献。
这些反响并不是说这本研究性的文学史有多么重要，但它确实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和信心。
事实上，它的M题，包括意识到的或没有意识到的，能够解决或一时还不能解决的，我们还是有清醒
认识的。
这次修订，除了订正原书中的误排或其他错误外，程光炜重新撰写了第十章“当代文学在80年代的‘
转型”’、孟繁华重新撰写了第二十章“新世纪文学”。
其他章节在文字上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和修改，规模超出原著三分之一以上。
因此，修订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一直叙述到当下。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与研究，近十年来的发展学界有目共睹，其他相关学科对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
评价和看法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与中国当代文学史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都在大学任教，讲授文学史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工作。
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和学科的发展变化。
我们重新修订了这部文学史。
希望得到研究专家和讲授、学习中国当代文学专业师生的指教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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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第2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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