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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是一部历史叙述主体充分自觉的当代文学史著作。
叙述者在历史的叙事中保持着一种谨慎而宽容的讲述心态。
作者认同了文学史和其他历史。
著作的相通性，对文学史写作的建构性、叙述性和“虚构?成分有充分的自省。
因此，对叙述行为的可能性和限度有一种先在的自觉，坦然地承认“当代文学史家试图重构的意识形
态性质和功能?（前言）。
叙事者并不隐藏“叙述?与“历史?的矛盾，甚至在不断地提醒读者这是一部“史家的历史?（后记），
是叙述者的一种“权力行为?，是文学史家“想像历史?的一种方式。
叙述者一方面竭力保持着历史叙述的冷静，一方面拥有对自身的叙事行为的警惕，在关于主体和客体
的双重认识自觉中，划定了历史叙事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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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全书分为三部。
第一部“‘现实主义’一元化美学形态的文学（1949-1978）”，从诗歌史、散文史、小说史和戏剧史
四个方面分别论述了建国以后至文革结束的文学发展。
作者认为，1949-1978年，基本上是“现实主义”单一美学形态的文学时代。
这三十年不管实际创作如何，全社会唯一倡导和推崇的是现实主义。
第二部“多元化美学形态并存的新时期文学（1979-2000）”，也从诗歌史、散文史、小说史和戏剧史
四个方面分别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直至最近的文学发展。
1979年以后的当代文学发展，一方面是现实主义的复归、深化和开放性发展；一方面是现代主义、后
现代主义的引进、借鉴、融汇和创新，呈现出多元的美学形态。
第三部“台湾、香港、澳门当代文学”，简论港、台、澳的文学发展轨迹。
全书体例简明，论述流畅，是一部优秀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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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　论　　第一部　“现实主义”一元化美学形态的　　文学(1949—1978)　　诗歌史（上）　
　第一章概述：建国初三十年的诗歌创作　　第二章共和国初期的“欢乐颂”　　第一节何其芳、胡
风的诗　　第二节　闻捷的诗　　第三节　艾青、蔡其矫的诗　　第三章大建设时代的抒情　　第一
节　李季、雁翼、邵燕祥的诗　　第二节　严辰、阮章竞、傅仇的诗．　　第四章战士的歌声　　第
一节　公刘的诗　　第二节　白桦、李瑛的诗　　第三节　未央、韩笑、高平的诗　　第五章为政治
而歌　　第一节　贺敬之的诗　　第二节　郭小川的诗　　第六章“文革”时期的诗歌　　第一节　
显在诗歌写作　　第二节　潜在诗歌写作　　第三节　天安门诗歌　　散文史（上）　　第一章概述
：建国初三十年的散文创作　　第二章艺术性散文　　第一节　杨朔的散文　　第二节　秦牧的散文
　　第三节　吴伯箫、刘白羽的散文　　第四节　冰心、曹靖华、菡子的散文　　第三章杂文　　第
一节　巴人、徐懋庸的杂文　　第二节　马铁丁的杂文　　第三节　“三家村”的杂文　　第四章报
告文学　　第一节　魏巍等的报告文学　　第二节　“干预生活”的报告文学　　第三节　赞美新生
活、新风气的报告文学——《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和《县委书记的榜　　样——焦裕禄》　　小
说史（上）　　第一章概述：建国初三十年的小说创作　　第二章延安文艺精神的延续和推广——建
国初期的　　现实主义小说　　第一节　建国初战争小说创作的高涨　　第二节　新人、新事、新生
活的颂歌　　第三节　逸出主流意识形态的现实主义小说——《我们夫妇之间》、《洼地上的“战役
”》　　　　　等作品　　第三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出和确立　　第一节　建国初期反映合
作化运动的小说　　第二节　赵树理的《三里湾》及“山药蛋派”　　第三节　孙犁的《铁木前传》
及“荷花淀派”　　第四节　长篇战争小说《保卫延安》的出现　　⋯⋯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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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段，1979—2000年，多元美学形态并存竞荣的文学时代。
1979年以后，文学创作至少在两个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首先是，作家们为了真实地反映刚刚过去的十年浩劫噩梦般的生活，迫切要求恢复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
于是文学创作出现了现实主义的复归、深化和开放性发展。
这可以看作是现实主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再生过程。
目前，这个过程还在继续深化，不仅深入到社会、历史的深层，而且深入到文化层面，同时又融会吸
收了西方现代文化的成果，呈现出一种开放性发展的新趋势。
第二方面的变化是，一批先行的作家借鉴了西方现代艺术经验，率先写出了一批当代文学中从未出现
过的至少是在形式上类似现代派的作品，接着是更多青年艺术家更直接更全面地吸收了西方现代哲学
和现代艺术的营养，以先锋派作家群的面目写出了更多更好的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艺术都更具现
代艺术品格的作品，第一次以自己的创作实绩取得了与传统现实主义并驾齐驱的地位。
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出现了现实主义美学形态之外的完全属于不同美学范畴的另一文学形态——现代
主义美学范畴之内的各种文学形态。
如意识流小说、荒诞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新感觉派小说、新历史小说、新笔记小说、新乡土小
说以及各种探索性、实验性诗歌、戏剧等。
20世纪90年代以后，更出现了一批具有后现代美学特征的文学作品。
因此，对197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从文学形态变化的角度看，便可作如下的概括描述：即一方面是现
实主义的复归、深化和开放性发展；一方面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引进、借鉴、融会、创新。
与建国初三十年现实主义文学形态单一化的状况相比．1979年以后是一个多元美学形态并存竞荣的文
学时代。
文学美学形态的多元并存、丰富多彩，正是文艺繁荣的标志。
　　不难看出上述三位作家的某些共性：无论是苏童及叶兆言大量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还是格非
小说中“时间”、“历史”、“记忆”等词语的频繁出现，都体现了作家们对“过去”状态的痴迷。
杰姆逊曾提出，怀旧是后现代文化的主要表现之一，怀旧并不是真的对过去有兴趣，而是想采用怀旧
的方式模拟表现现代人的某种心态，换言之，怀旧也是一种商品。
而博德里拉则认为，怀旧是现代性被解构之后，人们试图找回以往的一切文化、找回并重建被摧毁了
的东西的一种方式。
无论属于哪种情况，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的“怀旧”现象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无疑有契合之处。
　　⋯⋯　　　　书摘2　　第一章　概述：建国初三十年的散文创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使“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散文，在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取得了一些新的进
展。
建国初三十年的散文创作与其他文学门类一样，有着自己曲折前进的轨迹和发展的规律，为当代散文
的振兴与繁荣留下了正反两方面的宝贵经验。
　　建国初三十年的散文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949年至1956年为第一阶段。
新中国的诞生，为散文创作表现新的时代和新的生活开辟了新的天地。
比之其他文学体裁，散文可以更迅速、更直接地为新时代、新生活而引吭高歌。
无论是土地改革的蓬勃展开、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还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都使我国古老
的土地发生了急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本身为散文提供了大量的生动新鲜的创作素材。
很多散文作者怀着对新生活的极大喜悦和遏制不住的激情，以通讯报告的形式，去描述建设与斗争的
壮丽图景，抒写人民群众战胜困难的社会主义热情和披荆斩棘的创业精神。
集中到一点，散文作家们纯真而执著地抒唱亿万人民以新中国主人的姿态，建设和保卫祖国的信念、
智慧、力量与献身精神。
因此，通讯报告这一散文样式，在建国初的几年内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成为这个时期散文创作的
主要实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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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阶段通讯报告的基本内容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反映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很多作家纷纷奔赴朝鲜战场，冒着熊熊燃烧的战火，实地进行考察和采访，写下了大量的战地通　　
讯。
结集的有巴金的《生活在英雄们中间》、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刘白羽的《朝鲜在战火中前进
》、杨朔的《鸭绿江南北》等等。
《朝鲜通讯报告选》（三集）、《志愿军一日》（四集）、《志愿军英雄传》（三集），则是战地通
讯报告的大型选集，其作者不仅有作家、记者，更多的是参加过战斗的指战员和部队政工干部。
这些个人的结集、选集和报刊上大量发表的通讯，真实生动地叙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抗击美国侵
略者的战斗场面，讴歌了无数像黄继光、杨根思式的战斗英雄及他们的悲壮业绩。
这些作品在建国初期风靡一时，激动着亿万读者的心。
二是迅速及时地反映日新月异的国内变革与建设。
《祖国在前进》、《经济建设通讯报告选》（二集）、《散文特写选》（1953—1956）、《特写选》
（1956）等，是描写这方面内容的选集。
其中有不少篇章名盛一时，如柳青的《王家斌》、秦兆阳的《王永淮》、沙汀的《卢家秀》等，描绘
农村欣欣向荣的气象和干部群众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在读者中产生强烈的反响。
华山的《童话的时代》、臧克家的《毛主席向着黄河笑》，以浪漫的诗意笔触描绘我国人民根治黄河
的雄伟气魄和征服黄河的壮丽远景。
杨朔的《石油城》、李若冰的《在柴达木盆地》、萧乾的《万里赶羊》，萧殷的《“孟泰仓库”》等
作品，勾画出戈壁沙滩、内蒙草原等祖国各地建设者勇敢跋涉的足迹，表现各条战线上突飞猛进的变
化，真实地反映了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风貌。
　　通讯报告的丰硕成果，标志着这一时期散文的初步繁荣。
然而，题材不够广泛，体裁显得单一，不够多样。
从题材和内容看，这一时期的通讯报告几乎都是歌颂性的，揭示社会矛盾和干预生活的作品极为鲜见
。
在艺术方面，它们往往以事情淹没人物及其思想，多写人物的英雄壮举而缺少细致的内心揭示，因此
不少作品存在着概念化的倾向，缺少诱人的艺术力量。
这一时期散文的其他品种，如抒情性散文和杂文，也有一些收获。
抒情性散文如老舍的《我热爱新北京》、杨朔的《香山红叶》、叶圣陶的《游了三个湖》、秦牧的《
社稷坛抒情》等。
杂文创作稍显冷落，只有少数作家致力耕作，其中巴人的《遵命集》和徐懋庸的《打杂新集》，批判
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及不民主风气，在当时产生了一定影响，是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收获。
正面教育的杂感有马铁丁的《思想杂谈》等。
但这些体裁的散文显得寂寞和缺少生机，其影响远不能与通讯报告相比。
　　1957年至1966年是第二阶段，这是当代文学史上散文趋向繁荣的一个时期。
这十年的散文，是经过了一番曲折的。
1957年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一些作家被错划为右派，一些干预生活　　的好作品遭到严厉批判，使
散文创作一时转入低潮。
接着，在经济建设方面，不适当地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和试点
，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
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
这种“左”的错误自然会反映到文学中来，散文创作因此也出现了很多浮夸气、说教气、八股气的作
品。
针对文艺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党对文艺政策作了调整，尤其是制定了《关于当前文艺工作的意见》（
即《文艺八条》），鼓励题材和风格的多样化，对散文的复苏与振兴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以杨朔、秦牧为代表的一批散文作家，注重散文创作的艺术规律，以他们的创作实践打破了
浮夸说教的沉闷空气，积极推动散文走向繁荣。
因此出现了1961年的“散文年”和其后两三年持续繁荣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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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抒情散文在这个阶段显得异常活跃。
与第一阶段相比，不仅作品数量众多，题材多样，而且思想深广，艺术上有了明显进步。
当时出版了很多有影响的散文集，如杨朔的《海市》、《东风第一枝》，秦牧的《花城》、《潮汐和
船》、吴伯箫的《北极星》、刘白羽的《红玛瑙集》、巴金的《倾吐不尽的感情》、冰心的《樱花赞
》、曹靖华的《花》、碧野的《情满青山》、郭风的《叶笛集》、柯蓝的《早霞短笛》、何为的《织
锦集》、陈残云的《珠江岸边》、魏钢焰的《船夫曲》、袁鹰的《风帆》、方纪的《挥手之间》、艾
煊的《碧螺春汛》、峻青的《秋色赋》、菡子的《初晴集》、杨石的《岭南春》、林遐的《撑渡阿婷
》、李若冰的《山·湖·草原》，等等。
它们争奇斗妍，引人注目，为散文园地增添了勃勃生机和绚丽色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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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当代文学特指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迄今五十余年以及由此而后一段相当
长的历史时期内发生、发展、消长、繁荣于整个中国大地上的文学。
从“空间”上说，它限定在“中国"的版图之内，有别于地域文学史(“域别”文学史)，也有别于民族
文学史(“族别”文学史)、语种文学史(“语别”文学史)。
因此，作为完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它理所当然地包括台湾、香港、澳门的文学和生息
繁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内的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而不包括散布全球由华人写作的“华文文学”。
从“时间”上说，它把1949年10月1日之后迄今以及而后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的文学都称之为当代文
学。
然而正是在这里，出现了问题：如果我们仅仅把“当代”认定为一种“时间"概念而不是一种“时代”
概念，就会造成概念的模糊和混乱。
十年称“当代”，五十年称“当代”，一百年，五百年，能永远称“当代”吗?其实，世界各国都无“
当代文学"一说，在西方，所谓当代文学指的就是“当前”、“当下”文学，即最近几年、十几年的文
学。
如果从文学本体的、质的变化上看，1949年10月1日之后与之前的文学相比，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它只是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通常我们习惯于以“五四”为标记）的中国“新文学"(即“现代文
学")的一部分。
因此，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当代文学"并不是一个独立完整的文学发展阶段。
作为一门学科的指称，它也不是一个科学的、具有学理性的概念，而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时代"概念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文学，通称“当代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是绵亘数千年的中国文学的延续，是中国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的继续和发展
，是中国文学最近五十余年的存在和变化状况。
　　相对于历史长河，五十年的时间并不算长，但中国当代文学已经历尽了艰难险阻，并始终在曲折
和迂回中奋勇前进着。
它既取得过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又遭受过严重的挫折、摧残，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又有着沉痛的教
训。
为了继承和发扬光大数千年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和方法，科学地总结五十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的经验和教训，以促进中国文学的持续繁荣和发展，这是
每个文学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和神圣职责。
　　文学史是某一历史时代某一地域、民族、国家或语种的文学发展历史的记录。
　　具有不同文学史学观念的文学史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编写出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学史。
大体有如下三种类型：建筑在“反映论”基础上的文学史，建筑在“思潮论"基础上的文学史和建筑在
“本体论”基础上的文学史。
从社会学角度切人，认定文学艺术是社会现实或历史生活的反映，文学的变化完全依赖于社会历史的
变化，社会历史的变化决定文学的变化，把社会历史的变化与文学的变化对应起来，以此种史学观念
建构文学史，即为建筑在“反映论”基础上的文学史；从文学思潮的角度切入，认为一切文学创作都
从属于一定的文学思潮，并以文学思潮的变化来描述文学的变化，此为建筑在“思潮论”基础上的文
学史；认为文学史是由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构成的，从文学作品本身切入，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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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文学学科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流变性。
当代文学的这个特点，给当代文学研究者特别是当代文学史研究史研究者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必
须使自己保持在当代文学创作的前沿水平上，把当代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最新信息、动向、成果及时地
吸收进教材，传达给学生。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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