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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学编年史》以编年形式演述中国文学发展历程，凡十八卷：第一卷周秦、第二卷汉魏、
第三卷两晋南北朝、第四卷隋唐五代（上）、第五卷隋唐五代（中）、第六卷隋唐五代（下）、第七
卷宋辽金（上）、第八卷宋辽金（中）、第九卷宋辽金（下）、第十卷元代、第十一卷明前期、第十
二卷明中期、第十三卷明末清初、第十四卷清前中期（上）、第十五卷清前中期（下）、第十六卷晚
清、第十七卷现代、第十八卷当代。
　  编年史各卷据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划分为若干章（如无必要，或不分章）。
章的标目方式是：&ldquo;XX章X&times;年至XX年，共XX年&rdquo;。
关于某一阶段文学的总体评沦放在该章的首年之前，如明前期卷&ldquo;第一章洪武元年至建文四年，
共35年&rdquo;，在章目下，&ldquo;洪武元年&rdquo;之前，单列明前期卷&ldquo;引言&rdquo;一目。
关于某一时代文学的综合论述，放在卷首。
如元代卷，在第一章前，单列元代文学&ldquo;绪论&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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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49年七月　　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致贺电。
　　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隆重开幕。
郭沫若致开幕词。
朱德同志代表党中央致祝词。
大会组成99人的主席团，常务主席团成员有：丁玲、田汉、李伯钊、阿英、沙可夫、周扬、茅盾、洪
深、柯仲平、郭沫若、曹靖华、阳翰笙、张致祥、冯雪峰、郑振铎、刘芝明、欧阳予倩。
郭沫若为总主席，茅盾、周扬为副总主席。
大会代表共计824人，因战争或其他紧迫工作，有些代表未能到会，实际出席代表650人。
　　3日，郭沫若作《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
他指出：毛泽东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ldquo;用最简单的话概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就
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中国革命的这种性质就决定了中国的新文化和新文艺的性质。
这就是说，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化已经不是过时的旧民主主义的文化，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
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艺已经不是过时的旧民主主义的文艺，而是无
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文艺。
这就是五四以来的新文艺的新的地方。
这就是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和以前的文艺在性质上的区别。
&rdquo;又说：&ldquo;三十年来，除了代表地主阶级的封建文艺已经在理论上解除武装，代表大资产
阶级的国民党法西斯文艺，一直受到全国文艺界和全国人民的唾弃以外，中国文艺界的主要论争是存
在于这样两条路线之问：一条是代表软弱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路线，一条是代表无
产阶级和其他革命人民的为人民而艺术的路线。
三十年来斗争的结果，就是在欧美没落资产阶级文艺影响之下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理论已经完全破
产了，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作品也已经丧失了群众。
曾经在这种为艺术而艺术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影响之下的许多文学家艺术家，也逐渐改变了他们的人
生观和艺术观，接受了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的领导。
而无产阶级文艺思想领导的为人民服务的文学艺术，队伍日益壮大，方向日益明确，因此就日益受到
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
&rdquo;(《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35-36页、第38-39页，新华书店l950年版)
　　4日，茅盾作《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mdash;&mdash;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
动报告提纲》的报告。
他指出：&ldquo;国统区文艺创作一方面固然有成就，另一方面也不免表现出许多缺点来。
这也是不必讳言的事实。
&rdquo;&ldquo;国统区的进步作家们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也属于被压迫阶级，
所以有和劳动人民结合的可能，但另一方面，未经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生活思想各方面和劳
动人民是有距离的。
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使他们在艺术上倾心于欧美资产阶级文艺的传统，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也妨
碍了他们全面而深入地认识历史的现实。
&rdquo;涉及到胡风的文艺思想时，报告指出：&ldquo;一九四四年左右在重庆出现了一种强调'生命力'
的思想倾向，这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禁受不住长期的黑暗与苦难生活的表现。
小资产阶级受不了现实生活的煎熬，就在一方面表现为消极低沉的情绪，另一方面表现为急躁的追求
心理。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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