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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描绘了自1942年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主导潮流的形成的变革历程，力图阐释现代性激进化与中国
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形成的互动关系；在政治与审美的紧张关系中去呈现中国当代文学艰苦卓绝的自我
创造；揭示80年代改革开放促使中国文学广泛吸收西方现代思潮发生的深刻变化；呈现90年代以来的
文学创新流向与多元化的错综格局。
本书视野开阔，以论带史而富有整体气势，语言清峻而犀利，展现出一种崭新的文学史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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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晓明，男，1959年2月生，福建人。
199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
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十多年，2003起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先锋派文学和后现代文学理论等。
出版有《无边的挑战》、《不死的纯文学》、《德里达的底线》等10多部著作，发表论文评论300多篇
。
曾获首届“华语传媒文学大将”年度评论家将项，2007年获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奖等奖项。
担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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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一章　《中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方向与革命文学的范例
第二章　建国初的文学运动第三章　现实主义理论源流及其斗争第四章　家村阶级斗争的文学图谱第
五章  革命历史叙事的兴起第六章　“双百”方针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第七章  集体想象中的超我表达，第八章  “十七年”的话剧、散文与儿童文学第九章　“文革”时期
的文学第十章　“文革”后的伤痕文学及其反思性第十一章　朦胧诗开启的精神向度第十二章　历史
选择中的改革文学与知青文学第十三章  应对西方潮流的现代派与寻根派，第十四章　先锋派的形式
变革及其后现代性第十五章　历史祛魅时期的新写实与晚生代第十六章  女性主义写作表征的文化与
美学意向第十七章  转向语词与叙事的第三代诗人第十八章  新时期以来的话剧、散文与儿童文学第十
九章  多元分化与“后文学”时代的到来第二十章  乡土叙事的转型与汉语文学的可能性，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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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方向与革命文学的范例　　20世纪的中国历史交织着
血与火的洗礼，经历过天翻地覆的革命，它终于向着自己的顶峰挺进，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统治下的
新中国。
回首过去，我们无疑会看到历史的多个侧面。
它如此复杂，众多因素纠杂其中，造成的最终结果又未尝不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
如果从现代性是中国不得不面对的历史关口这一点来理解这一历史进程，也许更能体现出具有包容性
的历史主义态度。
如果把中国现代以来的历史看成是一个现代性的必然过程，看成是中国面对西方挑战所选择的必然道
路，那么，我们可以从中既看到历史的合理性，也看到历史的偏激；既看到历史掩盖的那些苦难，也
看到倔强而放纵的狂热。
理解历史，不是判断历史或设定历史，而是去探究历史为什么会这样，历史这样究竟意味着什么。
中国的现代性的进程并不是世界的现代性进程之外的“他者”，但中国的现代性确实有着它自身的显
著特点。
在现代性的一般历史状况和价值理念之外，中国的现代性的独特之处表现为为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
义的深重压迫而做出了不断激进化的选择。
　　近代中国的历史处在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深刻矛盾冲突中。
由于帝国主义的介入，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显示出被迫和被动的特征。
当这种被迫与被动累积到一定程度时，激进的革命运动就被引发。
共产主义的迅速传播，给处于困境中的中国提供了理想的转型方案。
从推翻帝制的共和革命到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共产革命，短促的时间、紧急的心态和崇高的理想决不
容许革命拖泥带水，中国现代性的转型于是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进行。
文学不可逃避地被卷入了这样的历史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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