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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谢冕被称为“当代文学”的这个文学研究学科，从它的历史跨度来看，已达半个世纪，而且眼看就要
超过半个世纪，可它仍是“当代”。
这从学科建设来说是一个问题。
但这问题的解决，却非个人所能为，需要整个学界达于共识的努力。
问题的解决需要时间，这里只好搁下不表。
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两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一是在半个世纪的文学发展中，当代文学经历了艰难的、有
时甚至可以说是灾难性的历程。
好在这个噩梦般的过程已结束。
中国当代文学终于历尽艰辛而走到了如今的“开阔地”上来。
这半个世纪的成就与教训，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也是二十世纪文学遗产的一部分，值得我们珍惜和研
究。
另一方面，关于这一长跨度（较之现代文学史的三十年而言，是“长”多了）的文学的研究，最近二
十年来也有了蓬勃的发展。
文学史、思潮史以及各种专著和选本的出版，是一个极大的繁荣。
对这些学术专著的出现、对它们的推介和研究，应当认为是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课题。
关于当代文学的研究著述多了，同时也增加了人们对学术创新的期待。
如何在诸多的同类著作中显示出自己的学术个性，使之突现出有别于人的优势，则是人们乐于看到的
。
在这种追求中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得失之间，人们仍会宽待创新中出现的问题。
郑万鹏所著的这本文学史，并不着意于“全面”，也不像别的著作那样特别看重历史分期，而是注意
择取在当代文学的五十年发展中的那些具有时代特征的、并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文学事件和文学环节，
予以评述。
例如本书很重视“建国文学”的研究，提出了“建国文学思潮”的概念（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不
无可商榷之处），并对此进行了饶有新意的概括，指出这些作品“表现出历史的整体感，表现了饱经
动荡与战乱的中国人民对于稳定局面的衷心欢迎”。
像这样的立论和判断，本书多有展示，正是作者学术勇气的证明。
我把郑万鹏著《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出版，看成是这一学术领域研究的新成果。
郑著文学史，副题是“在世界文学视野中”，这表明这本著作较之同类作品，内涵上有了扩大，是引
人注意的别有新意的一本书。
由于作者对外国文学研究有素，能够以比较的眼光在世界文学的大视野中，给中国当代文学定位。
如把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伤痕文学”与苏联的“解冻文学”、美国的“迷惘的一代”、日本的“战后
文学”等予以平行研究，从而给中国读者打开了眼界。
又如在对张贤亮的研究方面，把他的直觉艺术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以及他在小说结构、作家的
激情等方面与米兰·昆德拉的小说模式和弗洛伊德哲学等进行比较，均是很有意义的尝试。
这种全球文化的视野以及把古老的东方文化和世界的现代文明予以对照的愿望，在打破中国当代文学
的封闭状态方面，显得非常可贵。
作者在本书中着力于以作家作品为核心的文学史体系的建立，重视典型文本的解读，而有意忽略在其
他文学史中受到重视的历史分期及社会背景的描述。
在辨析这些文本时，注意将作品的艺术特征和作家的精神追求有机地糅合起来。
如从对赵树理的《登记》和王安忆的《小鲍庄》的辨析中，便可看到此种努力。
全书侧重的是对作家作品的精神特征的把握和分析。
这与著者重视文学对于表达忧患意识的立场有关。
作者认为这一类作家体现了中国士阶层自古以来的植根于对于社会安危、民众忧乐相牵萦的忧患传统
。
文学史有各种各样的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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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文学史的作者都乐于把全部的文学景观写进自己的书中。
对诸多的文学现象和规律进行全方位的描述。
臧否人物、褒贬潮流，这类著作往往能收到使读者得以“把握全局”的效果。
也有另一类著作，它也立足于文学发展的全部事实，但更倾向于体现作者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因而在对作家和作品进行抉择和取舍时，就有了明确的意向。
此刻我们评论的这部文学史的写作特点，就接近于后者。
它在全视野的叙述中，突出了它所特别关注的那些文学事实。
这就是在自己的写作中对那些与社会兴衰、时代进退保持了紧密联系的作家作品的热情。
它力求对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精神发展的历程，能够通过那些重大的文学事件的描述得到显现。
毫无疑问，作者这种对于时代精神的关怀，增加了这部文学史的思想分量。
在各种关于当代文学的总结中，这是一本有自己角度的、并在某些方面体现出新意的书。
特别是它能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中、以比较的眼光审视这半个世纪中国文学所发生的一切，这大大开阔
了我们的学术视野。
但也有不足，由于它不追求面面俱到，在评价作家作品时难免顾此失彼，在有所侧重时，也表现出某
些失衡的现象。
1999年7月23日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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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革命历史小说”是革命者写小说，其小说视角是整齐划一的革命视角：描写革命者当年的丰功
伟绩，表现革命的神圣。
这里没有“反思”。
毋庸置疑，革命在这里是天经地义的。
并且，几乎所有的“革命历史小说”都把国内革命斗争同民族解放战争视为一体，把阶级论当成民族
主义。
就是在此期间出现的一批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其创作也纳入了“革命历史小说”模式，写的是共产
党员领导下的抗战，往往“内战”贯穿于“外战”之中。
　　“新写实”小说精细地摹写现状，一个小单位的庸俗，一个小家庭的困顿，一个小日子的心酸，
表现得淋漓尽致，现实感强烈，体现出发达的知性思维。
而“现实”在时间长河中所处的位置则很难看到。
“新写实”小说缺少悟性思维，缺少历史感。
有的是细节真实，缺的是趋势性真实。
这样，所有的这个“真实”便仅仅属于一个小天地的了。
　　路遥是关注重大历史进程中人的命运变迁的作家，是善于描写“活人的路”的作家。
《平凡的世界》中的人物“活人的路”，体现着路遥的现代人格理想，即在完成自我意识觉醒的基础
上完成对他人的责任，克服二元对立，以其实现更高意义上的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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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万鹏，1940年12月生，吉林松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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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5年在北京语言大学执教。
专业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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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日文版：东京白帝社)、《研究》(时代文艺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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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建国文学我国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近半个世纪的急风骤雨式的社会革命暂告停
息，而进入了一个大张旗鼓的社会建设时期。
梁漱溟于1950～1951年问说道：“四五十年前普遍地是救国呼声，那时却没有人说‘建国’。
近一二十年则大家都在说建国⋯⋯说法之不同正是代表了作法之不同。
”自1949～1956年，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大建设的局面，它是充满革命、斗争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
程的第一块“绿洲”。
我们可以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中国这段历史时期称之为“建国时期”。
“建国时期”产生了一批表现建国精神的文学作品，形成了蔚为大观的“建国文学”思潮。
全方位的“建设”主题1949年所建立的是社会主义体制。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文化”在“建国时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中节”精神和稳健性，与以儒学为
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未形成对立，“建国文学”作家作品与体制思想取得了相当大的一致，表现了一
种富有活力的社会主义文化。
“建国时期”的社会主义新生活体现了一乱一治的中国历史社会上的治世气象。
它结束了长期的动荡及战乱，建立了较为稳定的秩序。
“建国文学”反映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治世气象。
在这一反映过程中，所有作家作品都表现出了历史的整体感，表现了饱经动荡与，战乱的中国人民对
于稳定局面的衷心欢迎。
何其芳(1912～1977)1949年10月发表于《人民文学》创刊号上的抒情诗《我们最伟大的节日》，以奔放
、激越、恢弘的气势，通过对中国人民苦难历程的回顾，通过对开国大典盛况的描绘，放声歌唱了“
我们最伟大的节日”。
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展示了新中国建立的伟大意义。
胡风(1902～1985)的组诗《时间开始了》抒发了诗人作为一个革命者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
人类史上伟大的胜利”的欢呼、歌颂。
其中的《欢乐颂》(1949年11月)是对于祖国解放的欢呼，《胜利颂》(1950年1月)表现了开国大典的欢
乐景象，以及对于祖国和人民美好前途的祝愿：“时间在前进/祖国在前进/人民在前进/前进！
前进！
”赵树理(1906～1970)于1950年6月完成的短篇小说《登记》，仍然是说书体，但是开篇就通过说话人
的口指明这是个“新故事”。
由发生在“今年正月十五”的“罗汉钱”故事，引出二三十年前的“罗汉钱”故事。
同样有“罗汉钱这一类行为”的小飞蛾和艾艾母女俩体现着两代人的两种命运。
艾艾重复了母亲的“罗汉钱行为”却未重复母亲的婚姻悲剧。
小飞蛾也知道自己挨丈夫打的事“再不用传给艾艾了”。
赵树理像一个讲究节制的说书人，不动声色地述说他的“故事”。
全篇没有一个对于新生活的颂词，但是《小二黑结婚》中无形的阴沉已一扫而光，明朗、欢乐的底蕴
不断地从讲述中溢出。
赵树理的幽默第一次用于“新故事”，“北国的幽默”转化为“南国的幽默”：他们三个走进村公所
，民事主任才写过信，墨盒还没有盖上。
民事主任看见他们这几个人在一块就没有好气，撇开艾艾和小晚，专对燕燕说：“回去吧！
信已经交给你妈了！
”燕燕说：“我知道！
这回是给他们两个人写！
”主任瞟了小晚和艾艾一眼说：“你两个？
”“我两个！
”“自己也都不检讨一下。
”小晚说：“检讨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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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两个都愿意！
”主任说：“怕你们不愿意哩？
”艾艾说：“你说怕谁不愿意？
我爹我妈也都愿意！
”小晚说：“我爹我妈也都愿意！
”主任说：“谁的介绍人？
”燕燕说：“我！
”“你怎么能当介绍人？
”“我怎么不能当介绍人？
”“趁你的好声名哩？
”“声名不好为什么还给我写介绍信？
”主任答不上来就发了脾气：“去你们的！
都不是正经东西！
”艾艾看见仍不行了，就又顶了他一句：“嫁给你的外甥就成了正经东西了，是不是？
”三个青年人都觉着五婶讨厌，故意跑在前边不让五婶追上，累得五婶直喘气⋯⋯停了一会儿，五婶
赶到了。
五婶在区门边一看说：“怎么西王庄那个孩子还没有来？
”⋯⋯就在这时候，收发室里跑出一个小孩子来向五婶嚷着说：“老大娘，我早就来了！
”嗓子比燕燕的嗓子还尖。
燕燕一看，比自己低一头，黑光光的小头发，红红的小脸蛋，两只小眼睛睁得像小猫，伸直了他的小
胖手，手背上还有五个小涡涡。
燕燕想：“这孩子倒也很俏皮，不过我看他还该吃奶，为什么他就要结婚？
”《登记》中新、旧冲突的双方，“新的”充满了美感。
欢乐发自于他们，幽默发自于他们。
虽然结局还是依据“政府解决”模式，但是“新的”已流露着自信，具有了内在力量，显示出不可战
胜；“旧的”已变得无力，背时，荒诞不经。
小说全篇洋溢着“新生活”正在开始，“旧生活”节节败退的欢乐气氛。
同为1950年夏问世的剧作《龙须沟》，使用了鲜明的对比性结构：第一幕北京解放前；第二幕北京解
放后；第三幕1950年夏。
于此前不久写完史诗性作品《四世同堂》的老舍，以高度的民族主义对新社会敏锐地表示了认同，表
现了在《四世同堂》里经受抗战“炼狱”而获得新生的儒家文化的顺时利世意识。
沟臭、沟清象征着社会的浑浊和清明。
赵老、程疯子以及众多的龙须沟旁的居民，都表现出完整的历史感，热情地歌颂新社会。
老舍喜出望外地看到祥子和“月牙儿”们，由先前的“头朝下”而开始“头朝上”地生活，他通过程
疯子说着数来宝歌颂“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
老舍在抗战时期，对传统文化，对民族主义取得了与新儒家相近的见解。
在建国初期，又与梁漱溟同时对新社会敏锐地认同。
梁漱溟于1950年10月至1951年5月撰写论著《中国建国之路》，首肯建国初年的显著政绩。
建国时期的政绩主要在于建设的成就，它是在“建设”的思想主导下获得的。
“建设”是建国时期的主旋律，体现了稳健社会主义的特征，与重建设的儒家精神相通。
池田大作曾经说过，中华民族在本质上是以“和平与安泰”为目标的“稳健主义者”。
《龙须沟》第3幕就是一幅热火朝天的社会建设场面。
这是老舍自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1925)就开始逐渐形成的社会理想——旨在清明、进
步。
老舍1926年在《赵子日》中写道：拉车的一口鲜血喷在滚热的石路上，死了。
讨债的和还债的拍着胸膛吵闹，一拳，鼻子打破了。
秃着脑瓢的老太太和卖粽子的为争半个铜子，老太太骂出二里多地还没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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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上卖大头鱼的在腥臭一团之中把一盘子白煮肉用手抓着吃了⋯⋯这些个混杂污浊也是北京的端阳
节。
屠场挪出城外去，道路修得不会起灰尘，卖粽子的不许带着苍蠼，屎卖⋯⋯这样，诗人的北京或者可
以实现了。
然而这种改造不是只凭作诗就办得到的！
因此1950年老舍喜气洋洋地歌颂没了恶霸、没了臭水、没了苍蝇的清澈的“龙须沟世界”，是最自然
不过的了。
王蒙(1934～)1953年创作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描写以郑波、杨蔷云为代表的女中高二学生，带
着历史的整体感，带着旧社会在她们心上刻下的“严峻的痕迹”，以无比真诚的情怀，进入了“从来
没有过的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四面八方建设的声音激励着也催促着她们。
一截钢管，搭起的脚手架，都成了意象，成了符号。
向这些未来的建设者发出强烈的信息。
王蒙在“建国时期”的作品里就流露了对灯光，对建筑工地，对工地上的工人，对进行着的建设的热
爱。
日后王蒙说：“当代的‘日子’对我的引诱是太强烈了。
”这“当代”是从《青春万岁》的日子开始的。
引诱着王蒙和他的主人公们的生活是动态的生活，是生活中的进步。
电影《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令郑波、杨蔷云她们陶醉；鞍钢的消息使她们欣喜、振奋；一条公共汽车
新路线，一幢新居民楼，一碗油茶，一块萨其马都成了进步的密码。
王蒙说：“我希望我的小说成为时间运行的轨迹。
”②处女作《青春万岁》就体现了这种动态小说美学。
在《青春万岁》里，1952年最后一天最后一堂课的最后10分钟，化学老师干脆合上课本，向同学讲起
了新年感想：“明年——从明天起，就实行五年计划了，真是！
我是学化学工程的，在旧社会没有地方去建设工业。
我迎接过多少新年了，哪一年也没让我看见国家有富强的希望。
可是一九五三年，真是！
同学们，你们福气呀！
”《青春万岁》是写社会主义建设高潮门槛上的青年学生为建设做准备的热情，俄语课、物理课、地
质课⋯⋯都赋予了时代印记、时代精神，他们要亲自动手把新生活在“旧的废墟上”建立起来。
郑波默默地对着天安门前为国庆阅兵式而在训练的坦克表示：我要勇猛顽强地学习，像大炮，像坦克
一样。
赵树理1954年完成的长篇小说《三里湾》是建国初期农村社会生活的广阔图画。
这是一幅热火朝天的农村建设的图画。
它是作家建国初期回到他的创作基地山西长治地区在平顺县川底村体验生活的产物。
赵树理关心分得了土地的老槐树下的老字辈和小字辈农民是否过上了好日子。
他的理想是共同富裕，他批评翻身忘本而一心只想个人发财的干部，也教育不顾全大局、社会觉悟不
高的农民。
他把这些写成先进与落后的矛盾，而不是阶级斗争。
这里没有所谓“两条道路”对垒的阵势，没有淮胜谁负的较量。
后来有人批评《三里湾》不写地主破坏，忽略了敌我矛盾，赵树理理直气壮地说：就是没有发现嘛！
赵树理还于1957年说道：“我想也许我以后会专门写一个有地主的小说，不过在《三里湾》这本书里
，我就不准备考虑了。
《三里湾》所蕴含的强烈的建设思想，与建国初期的时代精神合拍，与“民以食为天”的先哲遗训一
脉相承。
秋收、扩社、整社、开渠是小说的“经”，居家过日子是小说的“纬”。
“旗杆院”开会研究的是组织合作、发展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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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槐树下的能人琢磨的是农业、副业、成本、收入、水车、增产，干部王金生笔记本上记的是“合伙
搞建设”⋯⋯《三里湾》展示的是一幅正常的居家过日子的农村生活图景。
虽然经济仍然落后，物质生活较为贫乏，但是由婚姻恋爱、家庭生活、农业劳动、文化学习等构成的
农村百景，呈现出生机勃勃、蒸蒸日上的气象。
这是初级农业合作社阶段，就土地所有制来说，农民拥有土地使用权。
他们和土地、和收成的关系密切，因此表现得有信心，有奔头。
他们建设今天的三里湾，设计“明天的三里湾”③⋯⋯小说洋溢着乐观气息，健康、幽默的情趣，体
现了理想现实主义的特征。
“建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其主体是理想的现实主义。
它依据的主要不是数学上的绝对计算，而是趋势性的真实。
它体现的不是注重科学的知性思维，而是东方的悟性文化特征。
这种悟性体现在中国古代神话《愚公移山》中的愚公而非智叟身上。
胡风作于1951年的抒情诗《睡了的村庄这样说》运用拟人手法，先让村庄回顾苦难的过去：“我的皮
肤在严寒和酷热里面烂过肿过/我的眼睛在羞涩和屈辱里面烧过痛过/我的胃囊在饥饿里面打过抖/我的
心房在仇恨里面滴过血”；后又叙说村庄焕然一新的现在：“我的倒塌的土墙都砌好了/我的破漏的屋
顶都补牢了/我的窗子都糊上了新纸”，我“带着满身的清洁睡了/带着满身的喜悦睡了”；“村庄”
还展望了自己黄金色的未来：“星星的明亮的眼睛/守卫着我/天空的温柔的手臂/环绕着我/土地的纯洁
的胸膛/拥抱着我/祖国守卫着我。
”我是“村庄”，村庄就是“我”，物、我已融为一体。
全诗在三维空间里抒写了诗人所体验，所感受的人生多重感情。
生活在新中国建国初期的“新中国人的骄傲与幸福”(胡风：《睡了的村庄这样说》“附记”)是全诗
的主调。
而这一主调又具有深厚的历史整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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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迄今为止，在我所有的文学工作中，这本“文学史”的写作是最有热情的了。
中国当代文学是伴随共和国五十年步伐的文学。
也是我们人生的文学形式。
我向往用人生领悟这一文学。
因而，面世之际反而甚感汗颜。
肯定多有偏颇、疏漏，诚请诸位大方不吝赐教。
蒙谢冕教授不弃，费金子般的时间撰序。
我当不辜负这份鼓励，以作报答。
写作和出版过程，得到文学春先生、舒凤祥先生的悉心指正，郭风岚博士、郑万金副教授的斧正，华
夏版在2000年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版的基础上，做了文字上的加工，并得到华夏出版社袁平编审的斧正
和鼎力支持，在此一并深表谢忱。
作者一九九九年九月第一版二00八年一月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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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当代文学史(1949-1999)》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对一部部脍炙人口的作品进行细致入微的解读，并挖掘其深层的思潮意义，在对作家、作品、思潮做
价值判断的过程中，充分体现着鲜明的当代人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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