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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庞守英教授的新著《反思与追寻——中国当代文学杂谈》就要出版了，作为与她交往多年的老朋
友，我为她不断取得的新成就而由衷地高兴。
这本书是她近年来深入反思当代文学重大学术问题的心血结晶，而这一切实际上与她多年来当代文学
教学与研究的深厚积累密切相关，可以这么说，是多年的学术积累与近年的深入思考集成了这本书，
实在可喜可贺。
　　一部经过内心深入思考的认真严肃的著作，其实是作者本人人品性格的流露，所谓“文如其人”
的确不是妄官。
我们从这本扎实厚重的书里，真的读出了守英君人格品貌的影子。
这是一个十分朴实、真诚、谦逊的人。
我们先不用看她著作的内容，只看看她写的“后记”，那朴实、真诚、谦逊已溢于言表：“收入书中
的文字，是我近年来研究成果的一个汇编。
它们既不系统，也不全面，某些文字的表述甚至还存在着错误。
但是，它们却是真诚的，由衷的，是我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拿到她的书稿，我最先读到的就是这几句话，深深地感动了我的也是这几句话。
也正是因此，我更加敬佩她的人品与学问。
其实，任何研究的系统性与全面性都是相对的。
本书的三辑：第一辑宏观扫描，第二辑文本透析，第三辑争鸣档案，既有对当代文学居高临下的俯瞰
，也有对作品文本细致入微的分析；既有个人独到见解的精辟阐发，也有文学史料的引证实录。
对于当代文学的研究，本书的学术价值与参考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面临着许多难题，难就难在这段历史离我们太近了，一切都在发展，一切
都还没有定论，而且变化太快，有时甚至反复无常。
如此近距离地研究当代文学，其难度可想而知。
十七年文学虽然较之新时期年代还算久远，然而因为那时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过于密切，其把握与评
价之难，依然是令学界诸位同仁心有余悸、望而却步的。
守英君以正视现实的勇气和诚实稳重的学风面对那一系列棘手的难题，理出自己的思路，作出自己的
分析与判断，其论析持之有据，言之成理，许多重大问题的论述令人深受启发，心悦诚服。
　　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她最感兴趣、付出心血最多的还是新时期文学。
因为这是当代文学的前沿阵地，也是当代文学的突出成就之所在。
本书对作品文本的分析，全部集中在新时期，即使是对当代文学的宏观扫描，聚焦点也依然在新时期
。
这是她几年前对新时期小说文体研究的延续与发展。
这里面有热情的赞扬，也有中肯的批评，特别是对二十世纪末期文学创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科学
的分析，显示了作者敏锐的目光与批评的勇气。
　　不管是对当代文学的历史反思，还是对新时期文学的跟踪追寻，她的研究都已经深入到当代文学
的许多方面，触及了许多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诸如长篇小说的发展轨迹、建国以来的文学争鸣、
几十年来最有争议和最引人注目的现实主义问题、人，陆和人道主义问题、悲剧意识问题等等，她都
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我觉得她对整个当代文学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的梳理、分析和评价，既系统全面，又清晰确切，尤其能
启人思路。
面对那一场场带着政治色彩的学术风波，面对那一个个纠缠不清的文学公案，她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和
新的时代意识的高度，穿透历史的厚厚幕障，把握住文学史中有价值的东西，客观、冷静、实事求是
、直言不讳地发表着自己的见解，那扎实稳健的判断、分析，那力求准确的结论，是她在广征博引，
充分占有和研究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作出的。
关于做学问的态度问题，我们常常在一起交流，两人的一致之处，就是为了充分把握自己的研究对象
，有时不得不比别人多花费些时间去占有资料，即使是写一篇作家作品评论，都力求把该作家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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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及有关资料仔细阅读，惟恐因为有所遗漏而影响分析判断的准确。
对此，我们称之为笨办法。
它也许缺乏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灵气，然而换一个角度说，这是不是体现了一种朴素、扎实、严谨
的学风呢？
　　守英君的当代文学研究，较好地批准了切入当代文学某些根本问题的视角，从研究具体的、有代
表性的作品、思潮、文学现象入手，对当代文学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宏观的透视和把握。
那些看似孤立的个案研究，其实是在为宏观的研究服务。
第二辑“文本透析”部分就是这样。
在作者准确的分析、描述中，在有针对性的、令人信服的视角引导中，较好地实现了自己所要表达的
意图；对《平凡的世界》、《长恨歌》等六部颇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的研究，在我看来虽不太全面，
但的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新时期长篇小说粗略的发展轨迹。
　　一个朴实真诚的人命我为她的新著作序，这使我一度非常惶恐，我怕我难当重任，然而我还是接
了过来，“恭敬不如从命”，更何况是老友对我的信任!于是我鼓足勇气，为一个老实真诚的人写了如
上老实真诚的文字，仅述自己的阅读心得，其见解之浅薄可想而知。
是否算“序”？
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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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反思与追寻：中国当代文学杂谈》中的文字，是作者近年来研究成果的一个汇编，其中有对当
代文学历史的反思，也有对世界之交文学现状的跟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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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第一辑 宏观扫描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一、五六十年代文学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二、新时期
文学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三、世纪末尴尬无奈的现实主义精神当代文学的人性与人道主义精神一、五
六十年代文学的人性与人道主义精神二、人性与人道主义精神的复苏及其论争三、人性与人道主义精
神的深人与探索世纪之交小说创作的精神追求一、关注现实，张扬批判精神二、关注人生，表现人文
精神三、反思历史，强化历史精神近年来小说创作的悲剧意识一、性格悲剧二、命运悲剧三、生存悲
剧第二辑 文本透析改革题材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一、时代变革的画卷二、
心灵世界的投影三、刚柔相济的风格四、为改革题材长篇小说创作提供的经验八十年代社会心态的艺
术概括——贾平凹的《浮躁》一、特定时代的社会情绪与心态二、善恶杂糅的人物性格三、古朴浑厚
的秦汉遗风普通人曲折的人生道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一、历史转折时期的人生命运二、人生
道路中的必然与偶然三、家庭生活中的伦理亲情四、人生感悟：从经验层面到哲学层面献给九月大地
的诗篇——张炜的《九月寓言》一、浪漫抒情的故事二、朴素酣畅的叙述三、流浪式的结构四、意象
型的语言重复叙事的艺术魅力——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一、情节的重复二、声音的重
复三、叙事价值的重建一幅舒缓展开的褪色画卷——王安忆的《长恨歌》一、叙事中心：日常生活二
、叙事视角：变革的全知三、叙事动力：光阴的流逝第三辑 争鸣档案关于改革题材长篇小说的论争与
思考一、对改革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现状的评价二、改革者形象的特质及其演变三、改革题材长篇小说
的发展优势与缺憾当代小说争鸣实录一、1949-1976年中长篇小说争鸣实录二、新时期小说争鸣实录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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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现阶段，生存环境对人的挤压、改变，确实是普遍存在的现实。
作为现实主义作家，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写出生活的这一面。
但是对这一现实的反映，倘若失去理想之光的烛照，失去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沉湎于絮叨的生活琐
事而不能自拔，那么艺术的生命力也便不会持久。
从1991年以后，新写实小说走向了落潮，现实主义又出现平缓发展的阶段。
　　在此后的几年里，关注现实生活的作家，从新写实小说中汲取了教训。
他们从琐碎的日常生活中走出来，面对社会，面对现实，力求给作品注入一股向上的精神力量。
但是，精神力量的源流来自对生活的准确把握与理性判断，纷繁复杂而又快速变化的现实生活常常使
作家失去明确的判断力。
一方面，传统的、或者是已经更新过的价值观念，对生活起着支配作用；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入
，更新的观念又在不断出现，尤其是面对汹涌而来的经济大潮所形成的强大的冲击力，不可能视而不
见，无动于衷。
于是，原有的心理平衡被打破，而新的平衡尚未建立起来。
处在困惑与迷惘中的作家，迷失了批判的指向。
九十年代前期的文学创作，依然没有摆脱尴尬无奈的境地，而且越陷越深。
　　祁智的《一种尴尬》揭示的是处在历史与现实的夹缝中进退维谷的尴尬现象。
历史与现实迥然不同。
许多在历史上看来是正确的、可行的，在现实中则需要补充、修正，甚至是否定；许多历史上未曾出
现过的，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而且还有可能成为生活的主流。
然而，历史与现实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昨天的现实就是今天的历史。
今天的人们既要承认昨天的现实，即历史，又要痛苦地修正自己，以接受与昨天部分不同或完全不同
的今天的现实。
《一种尴尬》中的“我”——年已半百的马老师便在昨天与今天的交汇点上处在了尴尬的境地。
“我”的父亲当年曾被日本鬼子逼着吃过牛屎，灾难与屈辱使他理所当然地仇恨日本人。
“我”的儿子面对的是今天的现实，向往的是日本先进的家用电器。
当儿子结婚要挑选质量最好的“松下2185”时，“恨屋及物”的父亲坚决反对。
祖孙两人各持己见，同时希望得到“我”的支持。
“我”“被两辆加足马力对开的推土机推进了一个越来越狭窄的空间”。
“我”既不愿意违背父亲的心意，又不忍心砸碎全家加班加点用汗水换来的新彩电，只有痛苦地对着
装电视机的硬纸箱子发泄。
父亲猝然去世，儿子新买的“松下2185”就搁置在父亲的骨灰盒旁边，“我”将陷入持久的尴尬。
　　毕四海的《苦楝树》描述的是女法官欧阳苹在十六年的时间里处理的一件“马拉松”离婚案。
孟宪青与黄弯子夫妻感情早已破裂，婚姻名存实亡。
从理论上讲，没有感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欧阳苹完全可以当机立断，同意孟宪青的要求，判决
离婚。
从黄弯子方面来说，是第三者的介入，加速了她与孟感情的破裂。
为了不使第三者如愿以偿，她坚持不同意离婚，而且她的背后还有“妇联”等组织做强大的后盾。
从不同的角度看，孟宪青与黄弯子的选择都有其合理性，然而对于法官欧阳苹，她只能在两种选择中
做出唯一的而且必须是正确的选择。
十六年的时间，欧阳苹被此案纠缠着，在选择的多种合理性与唯一正确性之间徘徊犹豫，举棋不定。
“她几乎因此案而丢掉职位，几乎是无可奈何地想判又不敢判，想快刀斩乱麻又被乱麻缠身不能自拔
，想主持正义又弄不清正义在哪里，想判出一个漂亮的案子来却把案子愈弄愈复杂。
她很尴尬。
从处境到心灵。
”最后，她终于判了孟、黄的离婚，应该从尴尬的局面中解脱出来了，然而为离婚而耗尽了青春、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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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了精气的孟宪青又回到了他的斜屋子。
他与黄弯子的“团圆”将会像沉重的枷锁，压在法官欧阳苹的脖子上。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反思与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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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