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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套系列教材的酝酿已有七个年头儿了。
2002年我受命担任武汉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分管本科教学工作。
正值新世纪之初，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高等教育也随之迎来了新的
机遇和挑战。
面对新的形势，如何更好地培养适应时代要求的高素质人才？
这已是摆在我们高等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不得不思考、不能不应对的当务之急。
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为了适应人才观和教育理念的发展变化，我与时任系主任的龙泉明教授策划，
以汉语言文学专业为试点，从修订培养方案入手，全方位地开展本科教学改革。
举措之一，就是大刀阔斧地调整课程体系，压缩通史性、概论性课程，增加原典研读课程和实践性课
程，旨在强化学生素质和能力的培养。
与此相应，计划编写配套的教材。
起初，为了加大原典阅读的力度，配合新培养方案增设的语言文学名著导读系列课程，我们首先组编
了《高等学校语言文学名著导读系列教材》，2003年正式出版。
与此同时，也酝酿编写一套适应新需要、具有新理念的基础课教材。
从那时起便开始思考、调研、与同仁切磋。
经过几年的准备，2006年开始系统谋划和全面设计，2007年正式组建了编委会，启动了编写工作。
经过众多同仁的不懈努力，今天终于有了结果，令人欣慰。
这套教材是针对现行一些教材存在的问题，根据当今社会对人才的新要求，为培养高素质、创新型、
国际化人才而设计编写的。
旨在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创新性学习，养成勤于思考的习惯，强化不断探索的意识，增添勇于质
疑的胆略，培育大胆创新的精神。
这也是我们把这套教材命名为“创新性学习系列教材”的用意。
全套教材共有12种，基本上涵盖了中文类本科专业的基础课和主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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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套教材的编写，是我们整体教学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
几年来我们一直慎重其事，不仅注重相关的理论思考，而且努力进行实践探索，同时还积极学习借鉴
兄弟院校的经验，不断丰富我们的想法。
为了保证编写质量，2007年我正式拿出编写方案之后，多次召开会议进行专题研讨；各部教材也都分
头召开了编委会，反复研究具体编写方案，不断深化认识、完善思路、优化设计。
因此这套教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我们教学改革的成果之一。
    在编写队伍方面，我们约请了本院和其他部属重点大学的学术带头人或知名教授担任各书主编和主
要撰稿人，并组建了总编委会，负责总体把关，各科教材则采取主编负责制，以确保编写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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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首先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对“文革”及其历史根源的控诉与反思。
这样的控诉与反思暴露了极“左”政治对亲情与人情的戕害（如卢新华《伤痕》、王亚平《神圣的使
命》、韩少功《月兰》），专制主义愚民政策对文化的禁锢、对人心的扭曲（例如刘心武《班主任》
），呼唤人道主义的回归。
接着是“改革文学”，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触及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课题：蒋子龙《开拓者》、张
洁《沉重的翅膀》、李国文《花园街五号》、柯云路《新星》和《夜与昼》都揭示了政治体制问题对
思想解放、经济改革、社会变革的掣肘，写出了改革者因为常常碰壁而苦闷，从而为推动政治改革大
声疾呼。
“新潮文学”的产生是现代主义思潮回归，当代文学多元化格局形成的标志。
但“新潮文学”中就有相当部分是政治题材——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布礼》、《蝴蝶》、《杂色
》、《相见时难》都凝聚了作家对革命的一系列反思；韩少功《爸爸爸》以象征与荒诞的手法表达了
他对传统文化劣根的思考，其中关于械斗的描写就是由“文革”武斗的史实触发①；马原《零公里处
》取材于作家的“文革”记忆，写出了“文革”印象中的非理性发现；余华《一九八六年》也通过一
个精神病人的自虐揭示了“文革”伤痕之深，并意味深长地对照写出了那些正常人的健忘⋯⋯这些具
有鲜明政治反思意味的作品使中国的“新潮文学”赋有了某些重要的当代特色，它们与现代文学中的
“现代派”风格作品（例如鲁迅《狂人日记》、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等）在题材方面的迥然不同
，一望即知。
“寻根文学”旨在重新认识民族文化传统，并从中汲取文学创新的灵感。
但阿城《棋王》、《孩子王》、《树王》都是以“文革”为背景的，都写出了在“文革”那个传统文
化遭遇劫难的年代里，普通知青、农民在社会底层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写出了政治风暴也摧毁不了的
传统文化之根。
“新写实小说”直面现实的琐碎人生烦恼，但其中也有许多名篇具有显而易见的政治意味——刘恒《
逍遥颂》就来源于作家的“文革”记忆；刘震云《头人》、《故乡天下黄花》深刻写出了中国乡村政
治的荒唐、黑暗，他的《单位》、《官场》、《官人》也都是讽刺官场的力作；苏童《罂粟之家》意
味深长地揭示了性欲与阶级斗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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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些年来，各路行家大显身手，出了不少当代文学教材，或旨在全面介绍有关知识，或立足于文学作
品的细致赏析，或努力还原有关思潮的来龙去脉，可谓各有千秋。
说到我自己，自1989年在华中师范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并且留校任教以来，在大学里从事当代文学
的教学与研究，已经有二十个年头了。
我一直在尝试着这样的教学实践：一方面，将对于思潮的介绍与相关重要作家、作品的评析结合在一
起，从而努力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获得对于文学史的“整体感”（即了解文学思潮演进的基本脉络
与格局，了解文学思潮与具体作家作品之间的丰富联系）；另一方面，在讲当代文学时努力将其放到
更开阔的历史和思想文化背景中去琢磨，在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传承与差异（例如当代家族小说与
现代家族小说之间、当代历史剧与现代历史剧之间）、当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比较（例如“十七年”
文学与俄苏文学的比较、新时期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比较），甚至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联系（例如孙
犁、刘绍棠深受《红楼梦》的影响，王蒙、莫言喜欢李商隐的风格等等）中去探讨当代文学在与现代
文学、外国文学和古典文学的比较中才能显示出的某些特色（如特别强烈的政治情怀、格外绚丽的文
化景观等等）。
最后，我还比较喜欢在分析作品时适当地有所发挥，从作品中生发出一些具有哲理意义的思考（例如
在讲“荷花淀派”作品中那些性格泼辣的女性形象时，就引出关于中国女性命运的再思考：在中国这
么一个具有“男尊女卑”传统观念的国度，为什么文学作品中会有那么多泼辣女性的形象？
还有，在讲那些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时，也自然会引出对于“国民性”的再思考：谈到“国民性
”，自然会想到鲁迅笔下的阿Q和祥林嫂，那么又该如何理解中国自古以来就经常上演的农民起义呢
？
⋯⋯）。
我希望在这样的发挥中启发学生去超越那些一般化的政治与文化理念，进而去发现文学与人生的复杂
性、去接近文学的智慧。
同时，我也常常把我所知道的一些关于作家与作家之间的恩怨、作家经历与作品“原型”之间的轶闻
趣事告诉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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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高等院校中文专业创新性学习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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