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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当代形态，诞生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但它的基本格局早在延安解放
区时期就已成雏形；其总体的演进，大致与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步。
因此，在迄今为止半个多世纪风雨沧桑的发展过程中，就显得特别丰富斑驳，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
叙事张力和复杂景观。
对这样的文学实践进行描述和总结，历来是我们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一个重要任务。
下面，我们拟从叙述时间和叙述空间两个不同的角度契入，看它在前人的基础上如何进行重要的文学
变革，并用自己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为当代中国文学的成长艰难奋取，贡献了宝贵的泪水、智慧
和才情；然后，再联系当前文学史写作的具体实践，提出我们的编写原则，作为全书的绪论。
　　一、当代文学的时间叙述秩序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史就是对时间之流中文学文本及其相关
的文学生态状况进行拦截编排的一种努力。
传统的文学史对此的要求向来比较严格，它不仅要求有较稳定的叙述秩序，而且还要有经过时间沉淀
的相对的物理距离。
然而，“当代”没有这种时间上的优势，它的尚在不断延续和生成的实践活动，使得关于它的研究始
终处于一种行走中的追踪状态，难以获得相对稳定的历史感和相对严格的规范性。
这对研究者无疑是一个挑战。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的做法是把它推向时间的长河，于是，新文学成了中国几千年文学
史风水轮转的一部分；而新中国成立十七年（以下简称十七年）乃至八十年代初一些为新国家神话代
言立德的当代文学史，出于论证“新生的事业”的需要，将“当代”的时间劣势转换成现行的政治优
势，则更多强调的是它对历史和文化的所谓的“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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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文学走过了风风雨雨六十年的历史，它本身就是一部内涵丰富、杂糅着无数知识和价值的精神启
示录，是现代史学特别是延安文学的继续发展和更加完备系统的表述，是二十世纪现代化进程中的一
个不可忽视的单位。
面对这样一种新的文学形态，我们的文学史家将如何言说，这是一个新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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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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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编　前三十年文学（1949-1979）：走向一体的文学　　第一章　前三十年文学的思想文化背景
：文学事件与文学　　第一节　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及其对当代文学的影响　　文学的发展存在一个
自足的体系，从内容到形式都表现出文学本身的规律性，但是作为社会敏感的神经元，文学与社会生
活是不可分割的。
因此文学发展的规律本身就包含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宗教等对文学的影响。
就政治与文学的关系而言，它们同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部类，虽相互影响，但都有自身的发展轨迹。
然而在政治权力话语企图涵盖一切的时期，文学的发展常被政治所左右，从而丧失自身的特性，沦为
政治的附庸、政策路线的宣传品。
新中国成立以来，当代文学曾长期被纳入政治运作的轨道中，严重时期如“文革”十年，文坛甚至出
现百花凋零的局面。
政治之于文学，需要一个适度的距离，一个适宜文学生长的距离。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培植文学新人、培育文学精品、引导作家创作、充分
发挥文学政治意识形态性特别是配合新民主主义革命方面，曾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和成绩。
抗战时期的根据地文学、解放区文学，就致力于把文学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及文艺座谈会形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并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逐步
占据整个文坛。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日至十九日在北平（今北京）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简
称第一次文代会），则以极为庄重的仪式如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亲自参加、发言以及与会者代表经过
精心筛选等等，拉开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序幕。
　　全国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新中国的即将诞生导致华北、国统区的大批文艺工作者拥进北平（一
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北平和平解放，该年九月二十七日改北平为北京）。
是年三月，在郭沫若提议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成立全国性的文学艺
术界组织。
随后成立由郭沫若、茅盾、周扬等组成的筹备委员会。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日，第一次文代会本着总结经验，交流意见，相互批评以及确定今后全国文艺工作
的方针与任务，成立一个新的全国性的组织的目的，在北平正式开幕。
大会期间，郭沫若作了题为“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茅盾、周扬分别就国统区
、解放区的文艺情况作了报告。
中共中央对这次大会非常重视，会前致电祝贺。
大会第一天，朱德又代表党中央致辞。
七月六日，毛泽东亲临会场讲话，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向大会作政治报告。
　　周恩来的报告，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新形势下的重申和强调，奠定了今后文艺发展的大政方针
。
报告强调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原因在于工农兵，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因此文艺工作者在反映革命战争年代的生活时，“一定不要忘记表现这个伟大的时代的伟大的人民军
队”及“最伟大的支持力量”的两万万农民，以及“正在一天比一天成为中国建设事业的主要力量”
的工人阶级，应该把他们的斗争生活和革命精神作为“我们的文艺创作的重要主题”；强调文艺工作
者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同时也要求各级党委注意用民主的方法领导文艺工作。
报告论述了六个具体问题诸如团结的问题，强调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旧艺人以及所有出席
大会的代表都应发扬团结精神；谈及为人民服务时，强调文艺工作者为人民服务首先要贯彻文艺为工
农兵群众服务的方向，并要求文艺工作者“应该首先去熟悉工农兵”，“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他们打
成一片”；谈及普及与提高时，主张普及第一，同时注意提高。
对于改造旧文艺，在论述改造的必要性及如何改造时，强调要有全局观念，所有文艺工作者要适应革
命事业发展的需要，明确树立为新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文艺观；最后报告提出要成立中华全国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及其所属的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舞蹈等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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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茅盾就国统区的文艺发展状况，作了题为“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起来的革命文艺”的报告
。
报告在总结国统区文艺的基本经验及其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着重分析了存在的主要问
题及其原因，指出国统区文艺“不能反映出当时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与主要斗争”，究其原因，除了一
定的客观条件限制外，主观上的原因是“文艺作品的题材，取之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占压倒的多
数，而对于知识分子则常常表示护短，即使批判了，也还是表示爱惜和原谅。
题材取自农民生活的，则常常仅止于描写生活表面，未能深入核心⋯⋯作品中出现的工人往往只是表
面上穿着工人的服装，而其意识情绪，则仍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在论及国统区文艺思想的发展时，报告认为国统区文艺界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
称《讲话》）深入研究不够，尤其是缺乏根据》《讲话》精神进行具体的反思与检讨。
但报告相信“曾经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坚持进步的革命的文艺旗帜的朋友们，是一致抱着无限的欢
欣鼓舞的热诚来走向新的中国，也一定是抱着最坚强的决心和勇气，来争取进步，改造自己，而参与
人民民主的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事业的”。
　　周扬以“新的人民的文艺”为题，作了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
报告高度评价了解放区的文艺运动，认为《讲话》以来的解放区文艺，“是真正的新的人民的文艺”
。
“在解放区，由于得到毛泽东同志正确的直接的指导，由于人民军队与人民政权的扶植，以及新民主
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改革的配合，革命文艺已开始真正与广大工农兵群众相结合。
先驱者们的理想开始实现了。
”报告对于解放区的文艺创作情况，采用大量的事例说明，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新的人民的文艺
蓬勃发展。
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方向，以及由此生出的文艺同政治的关系、文艺工作者的思想
改造、文艺普及与大众化等成为指导新中国文艺的唯一正确的方向。
因此周扬要求“文艺工作者首先必须学习政治，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当前的各项基本政策”，
来“创造无愧于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时代的作品”。
　　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标志着当代文学的开始，对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若从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而论，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分期并非像第一次文代会所划分的那样截然分
明，文学发展首先应遵循自身内在的即艺术的规律：由承袭、裂变的渐进过渡到质变。
从现代文学发展而来的当代文学，其源头最多只能追溯至解放区文学，从表现的题材、形式而言，新
中国成立之初的文学从作品的感情基调、作品的泛政治化立场、作品中对正面人物的卡里斯马典型的
塑造等，与解放区文学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而解放区文学的泛政治化立场、政治、政策的功利化解说
虽然将文学与民族国家的解放紧密结合起来，但在开启人的启蒙、表现人的丰富而又微妙的精神世界
以及拓展人的现代性等方面，却是相对薄弱的。
这样从“五四”以来发展起来的多元的文学精神，在当代文学初始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修复。
“五四”文学精神的个性主义这一脉很大程度被自由派文人所继承，而追求民族解放、追求国家现代
化这一脉，很大程度被解放区文学所继承，文学中所应表现的“人学”与文学所应表现的社会政治历
史学出现了分裂。
从第一次文代会开始，文学作品的政治意识形态性则被有意识地进行强化，这点在第一次文代会的几
个讲话中反映得十分清楚。
解放初期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文艺界人士所普遍具有的战争文化心理，导致了文学政治意识形态规范
或政治文学的普泛化规范的确立。
从此，新中国文艺在党和政府的直接领导下，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针，从组织形式、创作取材要求
、人物形象塑造及对文艺工作者的世界观要求等方面，都标志着文艺进入了大统一的时代。
它确立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确定了解放区文艺方向为新中国的文艺方向，并
对作品的取材、形式、思想倾向性、理论批评及创作者的世界观等作了相应的规范和要求。
同时这次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选举郭沫若为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
文联作为全国性文艺界组织，是党和国家对文艺工作者进行管理和组织领导的机构，其下属的各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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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选举茅盾为主席，丁玲、柯仲平为副主席，一九五三年更名为中国作家
协会）也都先后成立，各省、市等地方文联及所属协会也按照这种体制相应建立起来。
中央及地方文联、作协机制以及其下属的《文艺报》、《人民文学》、《北京文艺》、《西北文艺》
等重要刊物则成了团结作家、引导他们加强工作，迎接新时代的重要阵地。
第一次文代会在国家政权更迭的过程中，成功地进行了文艺等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整合，为文学等上层
建筑制定了规范，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学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其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如过分强调解放区的文艺经验，对国统区进步的文艺经验、作家以及创
作实绩、理论成果采取排斥甚至全盘否定的态度，过分强调文艺为政治甚至政策服务，忽略了文艺自
身的规律，等等，也在此后文艺争论、创作等发展途中时常暴露。
第一次文代会虽确立了一元化的文艺格局，但文艺界的思想冲突并没有因此结束，后来的文艺界整风
与思想改造运动是在当时社会政治气候下对文艺一元化格局的继续和巩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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