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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以适应课堂教学需要为主，为给教师备课和课堂教学留下充分发挥的余地，更好地发挥学
生的独立思考和课外阅读的能动作用，同时也因为篇幅的关系，为使内容更加精练，文字表述更加简
明扼要，本教材一般不罗列作家的生平经历和复述作品的情节内容，也尽可能地减少常见资料的引用
和对单个作家、作品的一般性的阐释与评价，主要集中笔力讨论一些综合性的和比较宏观的文学现象
与文学问题，使本教材能够更好地体现“史论”的特色，发挥“史论”的优势和功能。
本书深入系统地阐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发展的概貌，特别是对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思潮、文学作
品和具有代表性的作家的艺术风格进行了具体分析，并从客观上概括了中国当代文学发生、发展的过
程及它们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做到了史论结合，有较高的理论深度和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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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文化碰撞与文化融合第五章　文学思想潮流本期文学思潮发展概况
——本期文学思潮理论焦点第一节本期诗歌创作本期诗歌创作概况——“归来者”诸代表诗人——“
朦胧诗”诸代表诗人第二节本期小说创作(上)：中短篇小说(一)本期中短篇小说创作概况第三节本期
小说创作(上)：中短篇小说(二)“伤痕小说”中短篇诸家代表作——“反思小说”中短篇诸家代表作
——“改革小说”中短篇诸家代表作⋯⋯~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当代文学概论>>

章节摘录

　　真正从基本理论和创作实践的角度触及这个问题的一些实质性的方面的，是“双百”方针提出后
，文艺界关于“文学是人学”和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
巴人(王任叔)、钱谷融、王淑明等在这方面率先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③他们的观点和论述的侧重点虽然也有一些细小的差别，但作为一种整体的倾向，其共同的出发点都
在于反对文学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和文学批评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针对创作中出现的图解政治(包括政策和某些关于生活本质的理论或概念)的倾向，他们认为，文艺不
是一般地以形象反映社会生活(因为“图解”也有“图”，即形象)，而是要以它的特殊的描写对象—
—人为中心，即“文学是人学”。
同时，文艺作品中所描写的人，又不能是一种毫无灵性的反映“整体现实”和“生活本质”的工具，
而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有真情实感的。
只有写出了这样的人，才算“抓住了生活，抓住了社会现实”。
因此，文艺要达到“教育人、改善人”和“反映生活、揭示现实本质”的目的。
就“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中心”。
基于这样的理解，他们批评“有些作者，为要使作品为阶级斗争服务，表现出无产阶级的‘道理’，
就是不想通过普通人的‘人情’。
或者，竟至于认为作品中太多人情味，也就失掉了阶级立场了”。
因此这些作品的“政治气味太浓，人情味太少”，“不能打动人”。
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涉及到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历史和现实诸多方面的理论问题。
这些理论问题的探讨虽然因为“反右”斗争未能继续深入下去，在60年代初又作为“反修”斗争的对
象遭到进一步的批判，①但在这次讨论中提出的“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以及广泛涉及的文学的性质
、功能、特征等文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和对于创作与批评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及教条主义的倾向所作的
批评，都是对“文学为政治服务”这一理论原则本身以及在贯彻这一理论原则的过程中出现的极端偏
向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修正、补充和“反拨”。
此后。
在这方面的理论探讨即被持续不断的批判所取代，但在具体作品的讨论和评论中却时有涉及。
60年代初，有关文学中的“共鸣”现象和山水诗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与这个问题密切相关。
可见，它的影响并未完全中断。
真正恢复文学的“人学”命题的合法地位并将文学中的人情、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推到历史的前台，
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新时期文学，由此，也便使这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开始进入到一个新阶
段。
　　关于文学自身的特殊性质和规律，即形象思维和创作规律问题的讨论，在50年代初就有所涉及，
具体到形象思维问题上，最早是在对胡风文艺思想的讨论中涉及到的胡风对文艺创作中的形象思维问
题的论述。
形象思维本来是古今中外的文艺创作中客观存在的一种思维规律，它不同于科学的抽象思维，而“是
对于真理的直感的观察，或者说是用形象来思维”①。
从40年代到50年代，胡风也多次谈到形象思维问题。
以作家的这种特殊的“认识作用”作为反对文学创作中的“客观主义”和“主观公式主义”的理论武
器。
但50年代初对他的批评却认为他过于强调艺术认识和文学创作的感性特征，贬低乃至抹杀了创作过程
中的理性作用。
但是，与此同时，当时的文艺领导为要克服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提高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
性，也强调要在创作中运用形象思维和注意文艺的规律。
可见，形象思维问题的提出，是与当代文学的创作实践密切相关的。
50年代中期，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同时也受到前苏联学术界讨论形象思维问题的影响，文艺界
对形象思维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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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讨论同样也是由创作实践中的问题引起的，具体而言，即是文学创作如何正确把握“艺术特征”
，运用形象思维，创造典型形象。
但是，当讨论展开之后，争论的焦点大多集中在“什么是形象思维”、“形象思维的过程”、“形象
思维与抽象思维的关系”等一些比较纯粹的理论问题上，离创作的实际越来越远。
后来又因为在“反右”斗争中，形象思维的观点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政治的批判。
这种批判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竟上升到“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和“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高
度，①致使这个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长期被搁置起来。
直到70年代后期结束“文革”之后，公开发表了毛泽东给陈毅谈诗的一封信，涉及到形象思维问题，
②形象思维才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只是这个问题的讨论后来未能继续深入下去，在理论上也没有达
到应有的深度。
　　在这期间开展的关于美学问题的讨论，与形象思维问题的讨论所经历的变化极为相似。
问题的提出也是源于一个文学批评实践中的问题，即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如何正确处理政治标准第一和
艺术标准第二的关系问题。
有的读者根据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中提出的“距离说”(即在审美状态下主体要与对象的实用目的
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和“移情说”(即在审美过程中主体将情感移注于对象而达到物我同一的状态)，
认为对文学艺术作品的鉴赏(包括批评)可以超出现实的功利关系之外，从而对文学批评的“政治标准
第一”和“艺术标准第二”的次序问题提出了疑问。
③蔡仪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批评了朱光潜的“距离说”和“移情说”，认为美感是源于社会生活的，
审美活动不可能脱离社会功利性，重申了文学批评的“艺术标准服从政治标准”的原则，于是引发了
一场关于美学问题的讨论。
但是，在讨论开始以后，争论的焦点很快便转向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并且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
期，就“美的本质”、“美感”和“自然美”等一系列美学问题进行了集中的讨论。
讨论的结果是初步奠定了美学这门新兴的学科在我国学术界的地位和理论基础，出现了后来对我国的
美学发展影响深远的不同学派的思想萌芽。
美学问题的讨论虽然没有像形象思维问题那样遭受到政治的批判，但讨论中的某些政治因素的影响，
也限制了不同学派的发展，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新时期，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美学的发展
才真正进入到一个广阔的新天地。
　　形象思维和美学问题的讨论虽然经历了许多曲折，又过于局限于纯粹理论的范畴。
离创作和批评的实际较远，但对正确认识文学的特征和创作的规律，却有着极为重要的参照作用。
尤其是对本期文学中出现的某些极端政治化的和教条主义、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这些讨论无疑也
起到了一种重要的缓冲作用。
无论是作为文学理论的基本建设还是作为相关学科的学术成果，这些讨论如同上述对文学的“人学”
特征的诸多问题的讨论一样，是本期文学理论思潮在探讨文学的性质和功能问题上所取得的重要收获
。
　　文学的创作方法及与之相关的理论问题　文学的创作方法因为涉及到作家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
所以长期以来，在新文学的历史上，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
又因为创作方法问题往往与新文学的历史传统和创作实践密切相联，所以长期以来，它又是一个文学
理论建设和学术探讨的重点。
在当代文学史上。
则由于上述原因，它便成了一个与当代文学的性质和特征密切相关的理论问题，故而这个问题也就吸
引了更多的理论注意，成了本期文学理论讨论和争论的焦点。
由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较早在新文学史上确立了它的历史地位，在迭经变化之后，成了新文学的主
要潮流和基本传统，故而本期关于文学创作方法的讨论和争论又主要是围绕现实主义问题展开的。
这是本期文学思潮关于创作方法问题的理论探讨的一个重要方面。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当代文学概论>>

媒体关注与评论

　　总论　　中国新文学的整体性与当代文学　相对于中国古典文学而言，当代文学无疑属于现代中
国新文学的历史范畴。
20世纪80年代，有些学者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①之类的概念和观点，即
是注意到了当代文学与现代中国新文学的这种整体的历史联系。
这种整体的中国新文学观不仅仅是文学史研究的观念和方法，同时也反映了现代中国新文学发生和发
展的历史实际。
　　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古典文学，到了19世纪中叶，因为外部时势的变化和文学自身代有新变
的要求，像中国文学史上已经发生过的历代诗文革新运动一样，也在酝酿一场革新变化。
鸦片战争前后，龚自珍、魏源等人首开风气，主“变”敢“逆”，他们的思想和作品，对古典文学长
期以来所依附的道统和文统，形成了极大的冲击，同时也对19世纪末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所发动的文学
改良运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基于这样的影响，加上甲午战争后日益加深的内忧外患的刺激，维新派提出的“诗界革命”、　“文
界革命”等等文学改良的主张显得更加明确、更加激烈，也更进一步动摇了古典文学的传统根基，孕
育了中国文学从古典向现代转变的契机。
经由19世纪后半期这些文学革新浪潮的剧烈冲击，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国古典文学到了20世纪初期
，已经走到一个历史转变的最后关头了。
　　20世纪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崭新的世纪。
民族解放和民主运动的勃兴，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尤其是1917年俄国10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
本上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格局。
此后，在近四分之三个世纪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世界被划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各自
走着不同的发展道路。
在这两个阵营之间，从社会制度到意识形态，从经济体制到民情风习，都有极严格的区别，并且长期
处于一种敌对的状态和斗争之中。
这种新的世界历史格局的形成，对现代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它使20世纪世纪初发生的文学革命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跳出了古典诗文革新的窠臼，挣脱了近
代文学改良主义的束缚，在完成从古典向现代的最后转变之际，即成为20世纪初爆发的“五四”新文
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则使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始终置身于这样的一个新的世界历史格局之中，在它的影响
和制约之下参与改造中国和改变自身的历史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因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无
产阶级的领导而获得了新的文化品格和本质规定，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形态和精神传统。
虽然在中国新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上，也存在各种不同的文学派别的分裂与斗争和各种不同的文学
潮流的消长与更迭，但就其贯穿始终的主导倾向和主要潮流而言，却是在这种新的世界历史格局中，
伴随着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发生和发展而形成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性质的新文学。
　　学术界习惯将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新文学主流称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
的文学”，即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学，而将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称为社会主义　　性质的文
学，正是从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属性方面，说明了当代文学与现代中国新文学在本质上的一
致性。
按照毛泽东对现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所作的阶段性划分。
“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①。
故此，无论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学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都是整体的中国新文学主流即革命文
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不同发展阶段。
正如中国革命的这“两个步骤”具有一种先后承接和转换递进的关系一样，当代文学无疑也是前此阶
段的中国新文学主流的一种历史的发展和延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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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当代文学概论》深入系统地阐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发展的概貌，特别是对这一历史时
期的文学思潮、文学作品和具有代表性的作家的艺术风格进行了具体分析，并从客观上概括了中国当
代文学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它们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做到了史论结合，有较高的理论深度和学术价值
。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当代文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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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