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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化文论的历史进程》共收文24篇，是从家荣的近百篇文章中挑选出来的。
基本上写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与本世纪初，前后时间跨度近20年，24篇文章虽然题旨各异，但大体
上可分为两个类别：一是对文学理论问题的探讨，如《论艺术的审美特征》、《论文学的审美净化作
用》等。
这一类论文以文学理论中的某些基本理论问题为探讨对象，评述相关的见解，提出自己的看法，颇见
学术追求的勇气与识见。
二是对现代当代文学中某些创作思潮、创作派别的研究，如《鲁迅对“左”倾文艺思想的批判》、《
“新写实主义”略论》等。
这一类文章的研究对象随是具体的作家、作品，但有着鲜明的独特的关照点，这就是从把握纷纭多样
的文学现象入手，最后达到理论的归纳于建设；作者虽在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上花去很多笔墨，但
目的则是希望从中升华出富于新意的理论见解。
后一类文章占了全书的大部分。
两类文章既各有特点，又相互联系。
我认为，在这里显现出来的研究途径上的特征，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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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第一编 左翼文论的锐意探索一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学观及其形成二 蒋光慈在传播马列主义文艺
理论上的贡献三 阿英早期的文艺思想四 鲁迅对“左”倾文艺思想的批判五 郭沫若诗歌美学思想六 毛
泽东文艺观探析第二编 论争与批判的前进足迹一 “左联”与胡秋原的论争及其历史反思二 周作人的
儿童文学观三 陈梦家的诗美追求四 苏雪林文艺思想管窥五 《红楼梦》对《金粉世家》的影响六 “魔
幻现实主义”与“寻根文学”之比较七 “纪实文学”的人文关怀八 “新写实主义”略论九 新时期颓
废主义文学思潮流变及成因十 消费主义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第三编 新世纪文论的建构尝试一 论艺术
的审美特征二 作家审美心态特征刍议三 掌握生活与艺术的辩证法四 论文学的审美净化作用五 文学批
评标准新论六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质疑七 现实主义的当代流变八 谈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
九 刘勰文学发展观的现代意义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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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马克思主义不仅认为文学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同时还强调文学对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巨大作
用。
蒋光慈十分明了地阐述了这一点，他指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一个文学家⋯⋯在积极方面可
以鼓动，提高，奋兴社会的情趣。
”他举拜伦为例：“拜伦在19世纪高呼反抗、自由。
我们在这一种高呼中，可以看出当时英国社会生活或者全欧洲社会生活之如何黑暗！
在别一方面，拜伦的高呼的确惊醒不少漫漫的迷梦。
”恰如其分地评价了文学的社会作用。
因此，他宣称“文学家负有鼓动社会的情绪之责任”。
并以自己的创作活动实践自己的主张。
他做诗、写小说，完全为了一个目的--唤起人民为美好的生活而斗争。
他自觉地站在时代前面，承担起时代交给革命文学家的使命。
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少年漂泊者》就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无情地揭露与抨击了旧社会，给当时还
处于黑暗统治下的广大青年指出了一条革命的出路。
当一些浅薄的文人讥讽蒋光慈的作品太政治化、太社会化时，他曾自豪地回答：“这是我的时代的过
错，我生在这个暴风雨的时代，--我无法避免我的时代所给予我的使命。
⋯⋯倘若别的诗人矜持自己是超时代的艺术家，是美的创造者，那我就矜持我自己是时代的忠实的儿
子，是暴风雨的歌者。
”坚定地表示要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时代的“鼓号”。
　　蒋光慈还进一步阐明了文艺的阶级实质：“现代的文化是阶级的文化！
”他精辟地分析道：“因为社会中有阶级的差别，文化亦随之而含有阶级性。
”“统治阶级，一方面为自己阶级地位巩固计，竭力发展自己阶级的文化，务使其适应自己的阶级利
益，而灌输之以自己阶级的思想。
阶级的文化就因此而成立了。
”同时，一个作家一定脱离不了社会关系，在这一种社会的关系之中，他一定有他的经济的、阶级的
、政治的地位，在无形之中，他受这一种地位的关系之支配，而养成了一种阶级的心理。
任何一个作家“总是某一个社会团的代表”，不管他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
所以，蒋光慈深刻地指出：“说文学是超社会的，说文学只是作者个人生活或个性的表现⋯⋯这种理
论显然是很谬误的。
”超阶级的文学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蒋光慈认为，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既归消灭，文化的阶级性亦随之而失去，全人类的文化方
有开始发展之可能！
”蒋光慈在这段文字中，令人信服地阐述了在共产主义社会以前的一切阶级社会中，由于现实生活存
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由于反映这一阶级斗争的作家本身的阶级立场，决定了文艺必然具有阶级性。
蒋光慈的论述是深刻的，在马列主义在中国刚刚传播不久的20年代，能有这样透彻的议论，这样鲜明
的立场，确是难能可贵！
　　正因为在阶级社会里，文学必然要打上阶级烙印，必然要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因此，蒋光慈
希望“每个革命作家，都要努力创造出无产阶级文学作品”，这就要求革命作家应该积极投人到生活
的漩涡中去，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努力表现劳苦大众的生活，唤起民众的觉醒。
即“不但一方面要暴露旧势力的罪恶，攻击旧社会的破产，并且要促进新势力的发展，视这种发展为
自己的文学的生命”。
这也就是革命文学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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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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