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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山西文学批评书系》入选的八位中青年评论家段崇轩、傅书华、苏春生、陈坪、杨占平、侯文
宜、杜学文、王春林（以年龄长幼为序），都是当下山西文坛的骨干力量，都还在职，担负着宣传、
文学、教育、科研等方面的领导或教书育人工作，并且都已经从事文学评论二三十年，出版和发表过
许多专著和评论文章。
这次，他们每个人都非常认真地遴选出近些年来发表的文章，结集成书，代表了他们各人的学术水平
和评论风格，应当说，集中体现了山西批评家的整体成就，是山西文学界值得关注的一件重要事情，
对于进一步促进全省、乃至全国文学创作健康发展，将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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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傅书华，生于1953年，北京人，文学博士，先后在晋东南9币专、山西大学师范学院任教。
现为太原师范学院教授，东北9币大、山西师大硕士生导师，山西省教学名师。
中国作协会员，山西省作协全委会委员，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副会长，《名作欣赏》杂志社副总编。
曾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二十一世纪》等刊物上刊发论文近百万字。
出版有个人论著《山西作家群论稿》、《蛇行集》、《边缘处的言说》、《边缘之声》等。
参与国家统编教材《中国当代文学》、《女性文学教程》、《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潮史》的撰写。
主编有全国高师通用教材《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综合教程》等。
曾获山西省哲社优秀成果二等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二等奖、山西赵树理文学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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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宏观审思从“山药蛋派”到“晋军后”——山西三次小说创作高潮之再审视论山西作家群流变中的精
神演化山西小说兴衰论析“山药蛋派”论析论“山药蛋派”作家塑造典型的成型方式论赵树理文艺创
作中的三晋文化特质梦幻中的现实——从马烽、孙谦的三个电影文学剧本论一种创作模式“晋军”论
析论“晋军”作家塑造典型的成型方式沉默如金的成一执著于生命存在的李锐土著张石山人性与物欲
的对抗——论钟道新的中短篇小说“两结合”的《抉择》人类的“十四岁”诗吟——论蒋韵的小说创
作《龙族》带给长篇小说的启示“晋军后”论析论报告文学写作的困境与出路——以张雅茜的《大医
之道》为例情感与理念的倾斜——本土作家田澍中论我们应该怎样面对今天——致张行健对社会底层
卑微人生个体日常生存的关注——读王祥夫的新世纪小说葛水平小说三题真实（现实主义）的力量及
其现实意义——评李骏虎长篇小说《母系氏家》神性、人性与社会性的纠结——评青年女作家小岸近
期小说创作偶谈探索性新锐散文写作——从玄武散文说开去让“沉默的大多数”不再沉默四题学苑掠
影重在深层的清理、反思与转换——关于“十七年文学”的若干思考论中国当前女性文学研究的困境
与出路心灵的迷狂——张承志现象批判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山西文学批评书系>>

章节摘录

　　在上述山西小说创作对中国文坛的三次重要影响中，“山药蛋派”的小说创作无疑是其中时间最
长、规模最大、程度最深的一次。
让我们先从根据地文学说起。
根据地文学形态相对于国统区、沦陷区文学形态而言，是一种全然不同的文学形态，并直接影响、开
启了其后的共和国文学。
宽泛地说，根据地文学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学形态，自井冈山红色苏区始，至建国之日终。
姑且先不说红色苏区的文学尚不成熟，既以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的文学而言，尽管其时比较著名的抗
日根据地及解放区多达十几个，但不论哪一个根据地或解放区，从真正体现了根据地文学形态、创作
实绩方面给以考察，都无法与以“山药蛋派”小说创作为主体的山西根据地文学来一争高下。
　　不错，陕甘宁边区是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根据地文学的中心，但其在中国现代
文学史上最具价值的，却是在文艺思想的冲突方面，在五四文学谱系进入根据地之后的演化方面，如
对王实味、萧军等人的批判，如丁玲文艺思想的转变，如《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等作品的
出现等等。
当然，贺敬之等人的《白毛女》、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柳青的《种谷记》、欧阳山的《高于大
》等确实是陕甘宁边区根据地文学的丰硕成果，且这些人的创作，在建国后，在根据地文学与新中国
十七年文学的一脉相承上，也仍然属于体现实力、实绩的代表性作家，特别是柳青，他的那部《创业
史》，堪称是根据地文学与新中国十七年文学一脉相承下来的集大成者，但在根据地时期，上述这些
丰硕成果，毕竟是归属在赵树理的“方向”“旗帜”之下的。
　　不错，孙犁等人的创作，确实体现了冀中区根据地文学的成就，但在创作队伍的阵容方面，那还
是不能与山西根据地其时已经成形的“山药蛋派”的创作队伍相比的，且孙犁在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
代中期，即已经基本上停止了自己的创作，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的文学创作，在新中国的文
学格局中，其分量也是不及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的，就是说，在体现根据地文学对新中国
文学的影响上，冀中区的根据地文学是不能与山西根据地文学相比肩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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