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

13位ISBN编号：9787301165331

10位ISBN编号：7301165331

出版时间：2010-1

出版时间：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吴秀明 主编

页数：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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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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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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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当代文学毕竟是发展中的新兴学科，历史、现实和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制约，使其整体的走向和
过程也充满了艰难、曲折和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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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简明读本）》是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全本）的基础上做了精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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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细致的史科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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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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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抒情诗中，诗人饱满的政治激情，还常常通过抒情主人公“我”的形象表现出来。
他的几部篇幅很长的政治抒情长诗中大量地出现了“我”，以“我”的热烈抒情来丰富主题，加强诗
的感情色彩。
这些诗中的“我”，有些既是“小我”——诗人自己，又是“大我”——革命者的代表、人民的代表
，“小我”与“大我”结合得较好；它让我们从中看到了诗人自我的形象，窥见他心灵的一切感受，
使人感到亲切，又能使人从中看到革命战士和人民群众的情怀，听到时代的声音。
但也有一些诗作，并未处理好彼此的关系，个人－群体、个人－历史、感性个体－历史本质等方面出
现了明显的裂痕，以至后者遮蔽了前者。
这种情况，不能不给这些诗作的思想和艺术带来一定的损害。
不过撇开这些不讲，就艺术风格而论，贺敬之诗歌的整个基调是雄浑、豪迈、高昂的，形象是高大、
壮美以至飞动的。
在语言形式和思维方式方面，贺敬之继承发扬了我国民歌和古典诗词的优秀传统，同时也放开眼光向
外国诗歌尤其是苏联革命诗歌学习，冶中外传统于一炉，并有所创新。
因此，他的诗无论在意境的创造、艺术手法的运用，还是在语言的锤炼、形式的表现等方面都有自己
的独到之处。
诗人运用民歌的形式，努力追求诗的意境美、语言美和形式美。
如《回延安》、《向秀丽》和《桂林山水歌》这类短小抒情诗，就较多采用了陕北民歌“信天游”和
“爬山调”这一形式，两行一节，惯以比兴、蝉联、夸张、复迭等手法，抒写了作者热爱人民、热爱
祖国河山的情怀，让人读了感到细腻而朴实、婉转而自然、浓烈而清新。
另一类如《三门峡歌》，像民歌又不似民歌，它较多运用了近似乐府歌行这种易于壮怀寄情的形式，
加上注意诗行的排列组合、炼字炼意，包括引用诗人的诗句，点化神话传说和典故，以及创造意境等
，体现出较为严谨、凝重的诗风。
《放声歌唱》、《十年颂歌》、《雷锋之歌》、《八一之歌》等抒写重大题材与主题的政治抒情诗，
基本都采用“楼梯式”的诗行来表达。
在思维方式上，贺敬之的诗作也有着相当明显的特点。
与同时期的政治抒情诗代表作家郭小川相比，贺敬之不再是重外展型的思维方式，转而追求一种内敛
性的思维方式，重视含蓄美，注意炼字、炼句、炼意，用节俭、干净的语言表达出最丰盈的深刻的意
味。
句子的概括力很强，言简而情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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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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量一个时代文学的核心问题，不外乎人才、成果和流派三个维度，这也可以说是评价和总结当代文
学的三个标准。
本书基于这样的理解，突出和强调了当代的作家和作品，并以此为中心展开叙述，将主要的精力和篇
幅投放于此。
至于文学流派以及文学思潮、文学知识等有关情况，按实际情况只好相对简约，放在每个章节的开头
稍加述及（“简明读本”在这方面就更少）。
这样的处理，应该说是契合本书有关“文献性、原创性、客观性”的编写原则，同时也较好地体现了
我们重视文本解读、倡扬培养学生审美体悟能力的思维理念。
毫无疑问，文学史的编写是多样的，不能搞定于－或尊于－；但无论是哪种叙述方式，都不能置人才
和成果即作家作品于不顾。
偏离作家作品的叙述，恐怕是靠不住的，甚至逻辑基点和思考维度似乎都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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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简明读本)》：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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