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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中文文学到了一九四九年出现前所未有的转变和分流。
中国大陆出现崭新的&ldquo;社会主义文学&rdquo;，文人身份与干部体制、作家协会与国家机器关系
复杂，此消彼长。
从&ldquo;十七年&rdquo;到&ldquo;文革&rdquo;再到改革开放三十年，宣传与挑战主流意识形态始终是
当代文学发展的矛盾主线。
台湾在日据五十年后建设了&ldquo;国语的文学&rdquo;，由&ldquo;反共文学&rdquo;到乡土文学、现代
主义，再到&ldquo;世纪末的华丽&rdquo;，不少佳作树立了当代中文文学的标准。
而香港文学从&ldquo;左右战场&rdquo;到&ldquo;本土性&rdquo;自觉，再到&ldquo;九七&rdquo;&ldquo;
后殖民&rdquo;书写，同样自成一派风景。
转眼六十年过去，在新的世纪里回顾当代中文文学这段&ldquo;三江分流&rdquo;的得失与成就，此其
时也。
　　从广义的观点来看，60年只是一瞬间。
但这60年里中国及海外中文世界所发生的巨变与不变非同小可，由文学所呈现的种种洞见与不见，或
能成为读者思考中国现代性经验的有利视角。
王德威、许子东、陈思和2009年3月于岭南大学组织了&ldquo;当代文学六十年&rdquo;国际研讨会，本
书即为此次研讨会学术论文结集内地首版。
　　《一九四九以后：当代文学六十年》作者来自两岸三地和海外，文化、政治背景不同，研究方法
、创作风格有异，分就&ldquo;文学潮流于文学史&rdquo;、&ldquo;五十年代&rdquo;、&ldquo;境内与
境外&rdquo;、&ldquo;文本与批评&rdquo;、&ldquo;作家与书写&rdquo;提出自己的观察。
除论文外，另有圆桌论坛、作家论坛四场，议题包括六十年来文学的历史与政治、男人与女人，本书
亦将各场讨论整理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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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德威，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比较文学博士。
曾任教于台湾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
现任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Edward C．Henderson讲座教授。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九四九以后>>

书籍目录

编者前言——王德威狂言流言，巫言莫言——王德威六十年文学话土改——陈思和“新文学大系”与
文学史——黄子平四部当代文学史——许子东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沈从文——钱理群台湾与东亚文学中
的鲁迅——陈芳明历史时刻重绘历?彩云/评当下流行的“红色经典”电视连续剧——李楠一九五七年
，香港——梁秉钧在流浪的尽头/台湾作家骆以军的《西夏旅馆》——黄锦树一九八五年《上海文学》
的文学评论——邝可怡台湾当代区域小说——范铭如论徐迟的放逐抒情/“抒情精神”与香港文学初探
之一——陈国球“组织部”里的当代文学问题/一个当代短篇的阅读——洪子诚我们需要补一个“语言
转折”吗？
/形式文论在中国六十年——赵毅衡再现的危机：历史、虚构与解严后眷村作家——彭小妍一生二，二
生三/论《灵山》的多人称叙述——危令敦张爱玲“晚期风格”初探——陈建华张爱玲的自我书写以及
自我翻译——沈双剪接、拼贴、注释与“事实”的再生产/胡风事件“三批材料”生产过程溯源——张
业松（存目）我看当代文学六十年－圆桌论坛（一）我看当代文学六十年－圆桌论坛（二）历史与政
治－作家论坛（一）女人和男人－作家论坛（一）后记——许子东作者简介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九四九以后>>

章节摘录

版权页：可以举一个例子：在古代文学作品里，作家为了表达被压迫者的仇恨而描写农民起义军用酷
刑对待地主官僚，如《水浒传》里屡次出现吃人心肝等酷刑的描写，在元代游牧民族统治下的社会环
境可能不那么尖锐，但是在现代法制国家的社会环境下就会令人反感。
所以，鲁迅要在五四新文学初期反复描写各类“吃人”事件，将古代封建文化和游牧文化的环境下可
能习以为常的人性陋习惊心动魄地揭示出来，警告现代文明的进化将不允许野蛮习俗继续发生。
而在五四现代审美规范熏陶下的作家丁玲、周立波等人，即使赞美农民的复仇，也不会赞同民间自发
的暴力行为。
他们在创作里故意淡化、回避暴力现象的描写是很正常的，除了党的文艺性质以外，还是有现代审美
的习惯在起作用，他们的良知不允许去赞美暴力。
我们从作家们小心翼翼的处理生活中的真实细节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他们的良知仍然在悄悄起作用。
当“文革”后的文学再度涉及土改题材时，作家们经历了“文革”的浩劫以后，眼光早已经超越了对
土改事件本身的关心。
作家们思考的是人类暴力的起源与人性问题，总结的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他
们沿着鲁迅的批判国民性的思路继续挖掘民族传统中的缺失，终于找到了游民阶层的痞子因素与革命
运动的复杂关系，从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到四十年代的土改运动，再到“文革”中的暴力和灾难
，他们找到了一脉相承的因素，这种因素不仅伤害了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和民族素质的更新，而且对于
企图利用和引导它的革命政党自身也带来了无可讳言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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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九四九以后:当代文学六十年》：OPEN@思想丛书·此岸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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