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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著述与当代文学史图片相互印证的图书。
著者立足于现实主义主潮和现实主义演变的思路论述当代文学60年的发展脉络，并侧重于文本分析，
使读者对当代文学60年来的经典性作品有所了解。
该书比较客观全面地描述了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发展，对经典性作品作了中肯的阐释，著者没有囿于
以往文学史的定论，而是从作家观察和认识现实世界的方式入手挖掘出当代文学的精神内涵。
这种叙述有利于在向外传播时，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真相。
同时，由于著作是图志的形式，有数百位历史图片更能使海内外读者从直观形象中加深对著作的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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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贺绍俊，男，1951年生于湖南长沙。
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现为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曾任文艺报社常务副总编辑、小说选刊杂志社主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长期从事文学批评活动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著有《文学批评学》《伊甸园的困惑——文学中的性爱描写》《铁凝评传》《鲁迅与读书》《还在文
化荆棘地》《重构宏大叙述》等。
撰写理论评论文章近百万字，分别发表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与研究》《当代作家评论》《小说
评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文汇报》等报刊。

    巫晓燕，女，1973年生于辽宁沈阳。
1996年毕业于沈阳师范大学中文系。
2002年在沈阳师范大学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同年考入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2005年获
得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
现为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近年在《山东文学》《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
文10余篇，参编著作3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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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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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第三章 20世纪80年代文学　第一节 现实主义的复归与80年代文艺思潮　第二节 重放的鲜花与归来的
歌　第三节 从“伤痕”到“反思”　第四节 曲折的知青文学　第五节 人的觉醒与复归　第六节 变革
现实的激情　第七节 市井风俗画　第八节 文化探寻　第九节 悸动的时代与心灵　第十节 “朦胧”之
美　第十一节 话剧的新探索　第十二节 淡然的散文创作与恢宏的报告文学第四章 20世纪90年代文学
　第一节 多元文化的共生与现实主义的新变　第二节 在“新”的旗号下　第三节 先锋的转折　第四
节 生活在都市　第五节 女性写作　第六节 知识分子与民间　第七节 边缘化的“诗”　第八节 学者散
文及其他第五章 “新世纪文学”　第一节 兼容并蓄的现实主义精神与新世纪文学思潮　第二节 底层
叙事　第三节 青春书写　第四节 网络文学　第五节 中国经验——长篇创作的聚焦点　第六节 大国气
象——与政治同构的报告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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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分别代表着“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两种主张。
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而艺术”直接呼应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采用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
法，生活在“人间”，感受着国家、社会和人民的苦难。
创造社尽管强调艺术的激情，高举浪漫主义的大旗，但在启蒙和救亡的大的语境下，他们很快就转向
了革命文学。
创造社的代表性人物成仿吾反省说：“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社会的一个分子，我们知道我们在热爱人i
类——绝不论他们的美恶妍丑。
我们以前是不是把人类忘记了。
”创造社的同人们就以现实主义的叙事来表达他们的浪漫和激情，将z现代汉语思维的革命性发挥到极
致。
中国现代文学因为先天性地承，载着启蒙的思想任务而将自己托付给了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在现当代
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中自然成为最强音。
当代文学作为革命胜利者的文学，确立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正宗地位，现实主义文学也成为当代文学史
的主潮。
因此，描述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现实主义文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切入点。
仅仅从现实主义文学的角度去描述当代文学史，是不是过于狭窄？
是不是就会忽略文学的丰富多样性，无法涉及现实主义文学流派以外的作家和作品？
如果我们仅仅把现实主义理解为一种创作方法、一种文学流派，那么的确会影响我们对文学史的全面
描述。
然而现实主义文学不仅仅意味着一种创作方法，也意味着一种世界观。
法国“新小说”派的领袖人物阿兰·罗伯一格里耶曾经很深刻地谈到现实主义与文学的微妙关系，他
说：“所有的作家都希望成为现实主义者，从来没有一个作家自诩为抽象主义者、幻术师、虚幻主义
者、幻想迷、臆造者⋯⋯”罗伯一格里耶对此的解释是：“他们之所以聚集在现实主义这面大旗下，
完全不是为了共同战斗，而是为了同室操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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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前会长张炯：贺绍俊、巫晓燕两位同志所著《中国当代文学图志》实际上是
一部新中国文学史，图文并茂，结构合理，引证丰富，资料翔实，文字清通流丽，富于个人著作的独
特风格。
全书对六十年新中国文学的评述相当客观，实事求是，能对不同时期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均采取一
分为二的辩证观点和历史主义的态度，对文学发展的历史线索的清理也比较清晰，符合史实；评价作
家作品时也注意兼顾思想和艺术的标准，努力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著者有深湛的理论修养和广泛的作品阅读，并具在文艺报刊长期工作中获得的历史感和从事文学批评
所培养的比较眼光与艺术鉴赏力，著者的评述多切中肯綮，艺术分析尤为到位。
这是目前我所见到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中难能可贵的、具有鲜明特点和学术贡献的优秀之作。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中国当代文学图志》的领衔作者贺绍俊，为著名的当代文学理
论批评家，因曾长期担任《文艺报》常务副主编、《小说选刊》主编，一直承担《中国文情报告》重
点项目小说部分的年度综述任务等，在当代文学研究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兼顾等方面
，都有很深厚的造诣，很丰厚的积累。
而由他与巫晓燕合作著述的这部《中国当代文学图志》，因为精心思考，用心营构，注重图说，图文
并重，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自己与众不同的特色与个性。
从而在同类著述中别树一帜，值得关注。
　　其一，以论带史，述评兼顾。
现在已出的当代文学史著，大都是以纵向的历史为主要线索，分时段、按体裁来描述文学的演进。
这样的表述，虽然脉络清晰，板块分明，但因以叙述事象、概述作品为主，忽略了实际上存在的横向
交叉与整体性关联，更像是各类文学现象的发展概要与不同体裁作品的内容摘要。
而贺、巫合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图志》，摒弃了这种流行的思路与写法，在“章”的建构上，按时间
段分为五个大的时期，以显示各个阶段的衔接与历史的演进，而在“节”的设置上，把体裁化为问题
，在问题的阐说之中，带出创作与作品。
这种以评带述的方式，突显了问题意识，突出了对于作品的感知与解读，强化了论说的因素与成分，
在问题的观照与理论的层面上，更为深刻地揭示了文学的发展状况，更为内在地解读了作品内蕴，使
文学史的描述走出了具体作品的线性罗列，而具有了一种更强的历史感与更足的理论性。
　　其二，直面难题，补缺弥弱。
现在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一般都避开或略过“文革文学”，不谈或不及“新世纪文学”。
这样的做法就使一部文学史在脉络上明显断裂，在后续上缺少下延，存在着事实上不周全与不完整。
这部论著没有避绕这些难点与难题，而是正面介入，直接面对，并在立足于史实的基础上，如实地述
说相关现象，客观地评说具体作品。
这不仅使这两个重要的文学时期得到了应有的尊重与描述，而且从具体的描述来看，也称得上是钩玄
提要，秉要执本，做到了客观而真实，深入而细致。
　　其三，图文并茂，双向叙述。
现在的文学史类著述大多没有图片，只是单一的文字陈述。
这部《中国当代文学图志》根据当代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广泛收集相关图片，精心选取代表性图片，
所收入的图片不仅数量众多，自成系统，而且有许多图片都是首次公开，此前未见，相当的弥足珍贵
。
这些图片依序插排于著述之中，镶嵌于文字之旁，既与文字相互映衬，起到了相互说明，彼此见证的
作用，也在整体上起到了以图说事，用图说史的独特作用，使图片部分本身即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叙述
，以文学风貌的图片展与文学演进的图说史，而具有形象性、观赏性与文献性相兼顾的可贵特色。
　　因上述几点，使得贺绍俊、巫晓燕的《中国当代文学图志》，在多个方面具有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与鲜明的个性，从而在同类著述中具有不可替代性，独步一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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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当代文学图志》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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