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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70年代末，人们在一场大劫难后站了起来，当时面临的情况，真好比要在一片废墟瓦砾上重建家
园，我们的现代文学学科也一样。
可幸的是，从此后我们的学科有了很大发展。
每年都有各种学会召开的各类学术会议，为同行们提供交流的机会，我是从这时开始结识了不少朋友
的。
乐莫乐兮新相知，但接着而来的也有悲莫悲兮死别离。
　　记得1978年初，那时我是北京大学的教师，参加了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九院校合作赶编教材的
工作，在厦门大学的一次讨论会上，见到了山东大学韩长经先生。
韩先生从事现代文学研究较早，我过去读过他的文章，此时得以亲瞻风采，当然格外高兴。
他看上去不过五十上下，一个标准的中年人。
会后返京，不久便听到韩先生猝然辞世的消息，真是感到非常之突然。
据说是夜半心脏病突发，遽然而去。
我真不敢相信，前不久还是好好的一个人，怎么突然就没了！
人生还真有点变幻无常哩！
　　不过这种心情，没过多久便自然平复。
因为此后接二连三地听到很有贡献、很有希望的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的消息。
　　就说九院校编写组的朋友吧，当时大多四十刚出头，不久就有做了古人的。
一位是徐州师院的陈金淦先生，他治学勤奋，人也显得健壮，便给人以特别能干之感。
他那时认真重读《现代评论》、《论语》诸刊，实事求是地进行重新评价，为现代文学研究的拨乱反
正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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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为第一部总结中国新文学研究史的专著，起于20年代初的胡适论著，迄
当前最新成果，将前后70余年总计百余部新文学史类著作，进行检视、梳理、评判，按发展阶段，描
述了新文学史编纂的艰辛、曲折的过程，展现了几代新文学史家的业绩和学术风貌。
全书表现了宏观把握新文学史研究全局的气势，又有典型性作品的细致剖析，史论结合，见解精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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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修已（1935-——，福建神州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留校任教。
1987年后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主要编著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国现代文学史讲授纲要》、《赵树理评传》、《赵树理研
究》、《不平坦的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法论集》等。
在《北京大学学报》等报刊发表文学论文、评论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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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十四章 回顾与展望　　1.要善于把握机会　　三个段落的回顾：第四次机会，大突破与集大成
中国新文学史编纂的七十年历程，可以分为三个段落。
建国以前为一个段落，那时新文学还在发展中，任何一部即时的回顾、总结之作，都不可能是成熟的
却又都是有价值的。
开始探路的那最初几步，不论其正斜深浅，每一步的意义都比有路之后可以迅跑时的十步、百步，更
为珍贵。
正因为如此，本书对此段落的每一部著作都做了介绍。
第二段落即建国后至“文革”爆发的十七年，此为学科的创立时期。
然后是70年代末至今的全面繁荣时期。
但似乎进入90年代，又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沉思的阶段，为新的突破积蓄力量的阶段，本书
的出版也可说是沉思的产物。
回顾上述各段落，已成之作不少，真正令人满意的不多。
人们公认王瑶《史稿》的历史地位，但严格地说，《史稿》的主要作用在于为新文学史构搭了完整的
架子，或者说打了个较好的基础，其自身尚不能说是圆满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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