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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于1986年8月。
初版有写于1985年4月的简短“后记”，全文如下：　　这里的十六个题目，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一是通过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解剖”，来谈当代文学中有一定普遍意义的问题。
二是从文学题材的角度，对它们的发展“轨迹”作些简要的描述：一方面试图理出发展的线索，另一
方面也对涉及的一些作家的艺术个性进行分析。
三是接触到当前出现的一些有争议的文学现象和创作问题。
因为这几年来，我对当代诗歌的注意较多，因此，谈到诗歌的篇幅也就多一些。
个别题目的内容曾写成文章在刊物发表过。
　　本书的有些观点和对某些具体作品的理解，受到谢冕、黄子平、曹文轩等同志的启发；宋祥瑞同
志认真审阅书稿，提出许多宝贵修改意见。
这里，谨致衷心感谢。
　　这本书应该说是我的第一本“学术著作”（在此之前我参加过集体项目《当代中国文学概观》的
编写）。
书中处理的当代文学现象，虽也涉及“新时期”，但主要是讨论“十七年”的文学问题。
如何将某些批评界关注的文学现象，放在文学史的层面给予梳理、考察，如何将重要文学问题与对具
体作家的分析结合，是当时写这些文字时试图解决的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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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的有些观点和对某些具体作品的理解，受到谢冕、黄子平、曹文轩
等同志的启发；宋祥瑞同志认真审阅书稿，提出许多宝贵修改意见。
这里，谨致衷心感谢。
这《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应该说是我的第一本“学术著作”（在此之前我参加过集体项目《当
代中国文学概观》的编写）。
　　书中处理的当代文学现象，虽也涉及“新时期”，但主要是讨论“十七年”的文学问题。
如何将某些批评界关注的文学现象，放在文学史的层面给予梳理、考察，如何将重要文学问题与对具
体作家的分析结合，是当时写这些文字时试图解决的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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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洪子诚，广东揭阳人，1939年4月出生。
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中国新诗的教学、研究工作，1993年
起任中文系教授。
主要著述有：《当代中国文学概观》（与人合著）、  《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 《作家姿态与
自我意识》、《中国当代新诗史》（与人合著）、  《中国当代文学概说》、《1956：百花时代》、《
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一一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  《文学与历史叙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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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第一章　生活变革与作家的艺术个性第二章　作品的总体构思和主题提炼第三章　来源于感性生
活的思想动力第四章　对思想创见的追求第五章　形象的具体性与历史概括第六章　“干预生活”：
有争议的创作口号第七章　小说的风格、流派第八章　对生活整体性的把握第九章　小说的样式及其
发展轨迹第十章　散文的成绩和困境第十一章　当代诗歌的艺术发展（上）第十二章　当代诗歌的艺
术发展（下）第十三章　诗歌的“自我表现”和艺术传统第十四章　“朦胧”：作为一种诗歌现象第
十五章　青年诗人的艺术探索第十六章　作家的艺术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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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是以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为分界线的。
这个分界线，首先是政治上的分界线，也是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大分界线。
对于文学的分期来说，它当然也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这个分界线对于文学的重要性程度，我们过去的估计是否恰如其分？
我们是否过分地看到这两个时期的区别？
是否由于强调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强调文学对于当代政治的服从关系，因而破坏了“五四”以
来文学发展的一定程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虽然这种多样和丰富的程度，在30年代以后也在不断削弱
）而走向狭窄和单一？
　　这个问题提出的根据之一是：由于在文学上夸大了两个时期的不同，加剧了一批作家在生活变革
与艺术个性之间存在的矛盾，给他们的创作带来已经无法弥补的损失。
我们知道，有不少的作家、诗人，当他们跨进新中国的门槛的时候，他们在文学创作上，已经取得了
相当的成绩，有的已基本上形成了他们独特的创作个性。
他们的艺术风格、艺术特色，已经处在比较稳定的状态之中。
新中国的建立，他们面对着新的、变动激烈的生活，面对着这种生活和变化着的读者的要求，以及党
的文艺方针政策等各种因素形成的新的文学思潮，他们当然会不同程度地感到过去形成的创作个性，
存在不协调的部分，需要改变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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