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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有意识地采取了突出作品文本研读的策略，避免对作家作品泛泛而论的弊端。
先以简短的篇幅概述现代文学30年的发展历程，为后面作家作品的展开提供一个文学演变的线路图和
备忘录。
每章分别介绍在现代文学史上有特别贡献的作家及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或作品集，主要分为三大内容
：一是强调作家的生平和文学道路，以突出“知人论事”的学习方法；二是强调作品原著的文本研读
，有意识地引导学习者将文学史的学习重点放到作品本身；三是强调作家作品的总体特点、艺术成就
和影响。
本书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李平教授担任主编，由高校一些对现代作家作品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学者共同
编写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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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平，男，1957年6月生于重庆，1982年7月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现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授、专
业带头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全国高职高专文化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著有《被逐出神学的人：海德格尔》、《错位人生：米兰·昆德拉》（合著）、《20世纪中国文学》
（合著）、《中国现当代文学基础》等及论文数十篇，参加编写有《中国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史
教程》、《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主编有《中国现代作家与文学现象》、《名人野史》、《中
国当代文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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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第1节 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第2节 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第3节 现代文
学的第三个十年第1章 鲁迅与《呐喊》、《彷徨》第1节 鲁迅的生平和文学道路第2节 《呐喊》与《彷
徨》：中国现代小说诞生与成熟的标志第3节 鲁迅小说的成就和影响第2章 郭沫若与《女神》第1节 郭
沫若的生平和文学道路第2节 《女神》：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第3节 郭沫若诗歌的意义和贡献第3章 郁
达夫与《沉沦》第1节 郁达夫的生平和创作特点第2节 《沉沦》：五四浪漫抒情小说的代表第3节 郁达
夫小说的成就和影响第4章 朱自清与《背影》第1节 朱自清的生平和文学道路第2节 《背影》：现代美
文的典范第3节 朱自清散文的成就和影响第5章 徐志摩与《志摩的诗》第1节 徐志摩的生平和创作概况
第2节 《志摩的诗》：潇洒空灵的追求者之歌第3节 徐志摩的文学成就和影响第6章 闻一多与《死水》
第1节 闻一多的生平和文学道路第2节 《死水》：血泪的呼喊和泣诉第3节 闻一多诗歌的成就和影响
第7章 张恨水与《啼笑因缘》第1节 张恨水的生平和文学道路第2节 《啼笑因缘》：别树一帜的通俗小
说第3节 张恨水小说的成就和贡献第8章 丁玲与《在黑暗中》第1节 丁玲的生平和创作道路第2节 《在
黑暗中》：五四“新女性”的现实困境与精神危机第3节 丁玲小说的发展与变化第9章 茅盾与《子夜》
第1节 茅盾的生平和文学道路第2节 《子夜》：“社会剖析小说”的杰出代表第3节 茅盾小说的特点和
成就第10章 巴金与《家》、《寒夜》第1节 巴金的生平和文学道路第2节 《家》与《寒夜》：巴金小
说的两个高峰第3节 巴金小说的成就和贡献第11章 曹禺与《雷雨》、《日出》第1节 曹禺的生平和创
作道路第2节 《雷雨》是一首诗，《日出》也是一首诗第3节 曹禺话剧的成就和影响第12章 老舍与《
骆驼祥子》第1节 老舍的生平和文学道路第2节 《骆驼祥子》：小人物的命运悲剧第3节 老舍创作前期
的小说和主题第13章 沈从文与《边城》第1节 沈从文的生平和文学道路第2节 《边城》：千古不磨的
珠玉第3节 沈从文创作的成就和影响第14章 戴望舒与《望舒草》第1节 戴望舒的生平和文学道路第2节 
《望舒草》：寻梦者的诗意记录第3节 戴望舒诗歌的发展和变化第15章 穆时英与《公墓》第1节 穆时
英的生平和文学道路第2节 《公墓》：“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第3节 新感觉派的兴衰及其评说第16章 
萧红与《生死场》第1节 萧红的生平和文学道路第2节 《生死场》：女性生存的苦难境遇第3节 萧红作
品的地位和影响第17章 李劫人与《死水微澜》第1节 李劫人的生平和文学道路第2节 《死水微澜》：
历史的风俗画第3节 李劫人小说的成就和影响第18章 艾青与《北方》第1节 艾青的生平及其创作第2节 
《北方》：面对土地的忧郁第3节 艾青诗歌的成就和影响第19章 冯至与《十四行集》第1节 冯至的生
平和文学道路第2节 《十四行集》：与生命发生深切关联的情感第3节 冯至诗歌的成就和影响第20章 
赵树理与《小二黑结婚》第1节 赵树理的创作道路和文学贡献第2节 《小二黑结婚》：依托民间文学传
统的大胆创新第3节 赵树理新评书体小说的特点第21章 张爱玲与《传奇》第1节 张爱玲的生平和文学
道路第2节 《传奇》：旧时代的文化末世图第3节 张爱玲小说的特点和成就第22章 穆旦与《穆旦诗
集(1939—1945)》第1节 穆旦的生平和文学道路第2节 《穆旦诗集(1939—1945)》痛苦的智慧第3节 现代
的穆旦与民族的穆旦第23章 钱锤书与《围城》第1节 钱锤书的生平和文学道路第2节 《围城》：洞悉
人生的文学经典第3节 《围城》的艺术成就与影响第24章 梁实秋与《雅舍小品》第1节 梁实秋的生平
和文学道路第2节 《雅舍小品》：学者情趣世界的构筑第3节 梁实秋散文的成就和影响第25章 孙犁与
《白洋淀纪事》第1节 孙犁的生平和文学道路第2节 《白洋淀纪事》：战争岁月中“美的极致”的赞歌
第3节 孙犁小说的成就和影响附录本书作者简介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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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以上四部作品可以看出，老舍在他的创作前期，是满怀着焦虑进行文学写作的。
在这段时期，对国事的忧思、对文化的焦虑、对人生虚妄感的开掘构成了老舍创作的三大重要主题，
爱之深，忧之切，老舍正是怀着一腔愁绪思考、写作、生活的。
对国事的忧思是老舍前期小说的第一大主题。
政府之无能、国民素质之低劣、民生之艰难，如此种种逼迫老舍整日愁绪萦怀。
在这些国事之思中，民生问题又居于老舍关注的焦点。
老舍在当时的文化人中能保持他可贵的自我定位——既保持知识者独立的评判意识，又时刻不忘自己
的根本，这使得他以一种别样的姿态介入20年代到40年代的中国文学。
那些“拉车的，当巡警的，卖苦力气的”①，他们辛苦辗转的生活与那些殷富之家放纵恣睢的生活形
成强烈的反差，贫家之子的良善与狡诈并在，与富人们的虚矫与欺伪同行，这二者又组成微妙的互补
世界。
“哀民生之多艰”的苦涩心情和在混乱中看出端倪的超越态度就在这反差和互补中发生了黏合，作品
的幽默况味油然而生。
对文化的焦虑是老舍前期小说的第二大主题。
小说《断魂枪》选用约翰?盖伊的墓志铭作题记——“生命是闹着玩，事事显出如此；从前我这么想过
，现在我懂得了。
”这就是对于某些已成昨日黄花的老中华文化方式的一种凭吊。
寒夜星光下沙子龙的叹息和“不传”的低语，既是倾注了老舍对以往生活方式的满腔深情的一个白日
梦，又是当老舍可以以更为超越的态度返观内心时对这种恋旧情愫的一次自我讥嘲。
在小说《黑白李》中，时代的落伍者黑李写得细腻丰满，“新人”白李的形象则粗率单薄。
究其缘由也要归根于老舍的内心矛盾和文化焦虑。
面对文化重组对价值体系的大冲撞，老舍显然有些不知所措，我们也不难在这一时期老舍的创作中不
断地感知、深切地体会这种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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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自从1982年到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任教以来，我先后参与过十多种中国现当代文学教材的编写工作。
曾协助张炯、邾熔等编写《中国当代文学讲稿》（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3），协助杨占升、
蓝棣之、钱理群等编写《中国现代文学专题选讲》（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3），协助黄修己
编写《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和《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8），协助张钟、洪子诚等编写《中国当代文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7），又与唐
沅合著《中国文学》（现代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与洪子诚合著《中国文学》（当代部分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与陈林群合著《20世纪中国文学》（上海三联书店，2004），还参加编
写过杨公骥主编的《中国文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0），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
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温儒敏、赵祖谟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北京
大学出版社，2001），还与陈思和共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等
。
正是由于有众多著名学者的热情支持和参与，电大教材真正做到了与时俱进，不断推陈出新，在社会
上拥有众多的读者并受到广泛好评。
电大教材的品牌和声誉，对于我们这些后来者是一个巨大的压力；而在前人的基础上，编写一部具有
电大特色的、真正适合学生自学的中国现代文学教材，又是我多年的愿望。
为了实现这一愿望，在我们草拟专科开放的教学计划时，我就已经开始规划新一轮的中国现代文学教
材建设方案。
2005年暑假前，当我提出新的“教学大纲”时，一个邀集众多撰稿者参加的教材编写计划实际上已经
产生。
虽然电大教材编写规程早已规定，教材编写者一般为3～5人，最多不能超过7人，虽然文学课程根据自
身的特点，采用“抬课”的方式，常常突破这一规定，但是，编写者超过20人的规模，在电大教材编
写的历史还是从来没有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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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现代文学》为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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