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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迄今，中国当代文学伴随着时代社会的沧桑演进走过了五十多年的风雨历程。
比之于绵延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学来说，当代文学经历的五十多个春秋只是短暂瞬间。
然而，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种全新的文学样式，它所具有的现代意义的文学特质以及内含的极其深刻
丰富的历史经验，却是以往任何时代的文学都无可比拟的。
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重视；中国当代文学，也早已作为一门重要基础或
主干课程列入高等教育内容之中。
“文革”前17年，当代文学研究，附庸于政治的、时评式的居多。
由于刚跨入新中国的门槛，时问短，缺乏丰富的文学实践和积累，当代文学一时没有也不可能修史；
作为一门学科，它还没有独立出来，而是基本依附在当时并不那么发达的现代文学范畴。
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积累的日趋丰富，才陆续产生了几部史著。
尤其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新的文学观、史学观的推动之下，倏忽之间，文学史的编写蔚然成风
，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先后出版了数十部质量不等的当代文学史著作。
一向比较孱弱的当代文学学科迅速强大起来，并摆脱附庸的地位，成为高校新开设的一门独立的课程
，以知识的形式在大学教育中产生很大的影响。
国家教育部还将它与现代文学合在一起，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称谓，规定为大学中文系名下的二
级学科。
有条件的学校还设有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硕士点和博士点，面向全国招生。
凡此种种，不仅极大地改变了当代文学在各学科中的地位和影响，使其成为近20年来的一门显学，同
时，当代文学研究也引起了国际汉学界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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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
与其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不同，这是一本“活”的文学史，对1949年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以及重
要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既有深入浅出的概括分析，又有充分细致的史料展示。
所“写”之“真”，即在于论述分析的客观，和所收史料的丰富全面。
此书在手，可免读者“海选”资料之累。
 与简明本比较适合于教学不同的是，这个全本信息更丰富，是目前很多考相关专业研究生的学生的重
要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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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社会文化背景1949年10月1日，随着新中国的宣告成立，我国的文学艺术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
的发展阶段。
建国初至1978年间的文学虽与五四新文学传统具有内在的精神联系，但它无疑更多、更直接地继承了
解放区文学的创作传统。
新中国成立之初，作家们面对新的生活、新的任务难免有些手足无措。
不仅来自国统区的作家，就是来自解放区的作家，都有一个熟悉、理解的过程；而在新的生活土壤上
成长起来的作家，则有一个成长提高的过程。
但是，历史并未给他们提供充足的文学准备。
出于高度的政治热情，当时作家的注意力和兴奋点都集中在政治运动和中心工作之上。
因此他们的创作指向，大多是寻找具体的生活事件来阐释某一政治理念，不少作品写得较为匆忙。
在长达30年的历程中，中国当代文学经历了一个艰难复杂的发展过程，犹如滚滚东流的江水，虽有迂
回曲折，但顽强不屈地前行。
第一节 文化批判运动与文学的曲折发展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平召开了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
工作者代表大会。
大会听取并通过周恩来的政治报告和郭沫若的《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报告，通过了《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选出了由郭沫若任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的全国文联领导机
构。
在大会期间，茅盾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周扬作了《新的人民的文
艺》即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
周扬特别强调了解放区的文学传统：“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
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是完全
正确的，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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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也是我主持编写的第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
在萌生编写念头之初，有个问题一直在脑子里盘桓：怎样编写一部具有独特个性的当代文学史，寻找
一种自己叙述文学史的独特方式，使其与近些年来批量复制、大同小异的文学史区别开来？
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慢慢形成了这样的想法：致力淡化个人的主观色彩，强化和突出“文献
性、原创性、客观性”。
这个想法得到了许多同行师友以及硕博研究生们的支持。
于是在经过一番充分讨论、达成共识以后，便进入了具体的编写工作。
整个过程是艰难的，它花费了编写组的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尤其是有关原始资料的收集和遴选，更是工程浩大，我们把在杭州的浙江图书馆、杭州图书馆、浙江
大学图书馆，以及浙江大学中文系资料室有关当代文学方面的资料几乎都统统翻了一遍，复印的资料
起码有几千万字之多。
好在集体合作，大家积极性又高，所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如期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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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全本)(套装上下册)》：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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