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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7新湖南文学史稿》对新湖南文学史作了深入的研究，内容包括：新时代与“十七年”的湖南文
学；湖南文学界的一面旗帜；卓越的人民戏剧家；诗词大国推盟主等。
所谓新湖南文学，从时间概念上说，是指新中国17年、"文革"10年(1949－1976)中国这一时期的湖南文
学创作。
从地域作家的概念上说，包括湘籍作家的文学创作和非湘籍作家在湖南本土上的文学创作。
湘籍作家的文学创作又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湖南本土作家在湖南创作的作品，如周立波、蒋牧良、
康濯、柯蓝、刘勇、谢璞、未央、孙健忠等；二、湘籍作家在湖南本土之外创作的作品，如毛泽东、
林伯渠、谢觉哉、彭德怀、萧克、周扬、田汉、张天翼、杨沫、廖沫沙、朱子奇、汪承栋、刘永济、
程千帆、刘大杰等；三、湘籍作家在台湾创作的作品，如洛夫、向明、琼瑶、钱歌川等。
非湘籍作家在湖南本土的文学创作，如张行、彭燕郊、任光椿、叶蔚林等。
以上的文学创作或时间上或空间上都与湖南有密切关系，故称新湖南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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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良桂，男，1952年出生，汉族，湖南衡南人。
1977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
1984年8月，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文艺理论进修班结业。
现为文学所所长、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历任湖南省群众艺术馆《文艺生活》杂志编辑、副主任、主任、编委，中共湖南省委直属工委社教办
干部。
著有专著《史诗艺术与建构模式——长篇小说艺术》、《史诗特性与审美关照》、《史诗类型与当代
形态》、《胡良桂文学评论选》、《湖南文学史·当代卷》(合作)，另外在《人民日报》、《光明日
报》、《文艺报》、《新文学论丛》、《文艺理论与批评》等报刊上发表论文8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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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概说第一章  新时代与“十七年”的湖南文学第一节  制度变革中的文学蜕变第二节  “十七年”湖南文
学掠影第二章  湖南文学界的一面旗帜第一节  周立波建国后创作的发展第二节  《山乡巨变》：秀丽清
新的南国画卷第三章  从抗争走向革命第一节  杨沫的生活与创作道路第二节  进步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第四章  卓越的人民戏剧家第一节  田汉戏剧创作的新阶段第二节  《关汉卿》：响当当的铜豌豆第三节
 新编历史剧《谢瑶环》第五章  诗词大国推盟主第一节  毛泽东诗词的思想与艺术第二节  现代旧体咏
物诗《沁园春·雪》第三节  《卜算子·咏梅》：新时代的红梅颂第六章  一个时代文艺思想的阐释者
第一节  周扬的文艺思想及其时代特征第二节  现实主义的多维结构第三节  历史责任与偏向矫正第七章
 新生活的歌者第一节  《水滴石穿》：敏锐揭示现实生活的矛盾第二节  小说的耕耘者与散文诗的开垦
者第三节  《六十年的变迁》：回首历史话沧桑第四节  幽默与辛辣兼具的讽刺艺术第五节  深情地吟唱
普通劳动者第六节  《石子小粒粒》与《武陵山下》第八章  各领风骚的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戏剧
第一节  回响着劳动与斗争的旋律第二节  内与外、常与变的艺术展示第三节  思想风采与山川情怀第四
节  意味深长的改编剧目与情趣盎然的地方小戏第九章  千姿百态的文学批评与旧体诗词第一节  诗词的
豪放与学者的睿智第二节  在鲁迅研究与“花边文学”之间第三节  戎马倥偬的挥就诗篇第四节  精雕细
凿的华美词章第十章  推陈出新的国学通才第一节  通识与创新兼善的国学宗师第二节  诗学与文献学的
双向建构第三节  一部名著三次修订的历史尴尬第四节  千年赋史的拓荒者第十一章  歧途与抗争：“文
革”中的文学第一节  “文学”的时代病第二节  艰苦顽强的文学抗争第三节  《园丁之歌》：低气压下
绽出的新蕾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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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新时代与“十七年”的湖南文学第一节 制度变革中的文学蜕变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
开启了湖南历史的新阶段，也开启了湖南文学的新阶段。
随中国人民解放军来到湖南的南下工作队文工团，为湖南人民带来了解放区的革命文艺。
接着，一批湘籍作家又回到湖南，带回了他们创造的新成果。
这两支队伍在三湘大地的聚合，就形成了湖南文艺界空前团结的盛大场面。
他们带着革命文学的宝贵传统，进人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开始了新的战斗里
程。
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历史证明，凡属根本性的社会政治变革，总是要反映到文学上，引起文学
性质的变化。
这一事实，证明了鲁迅说的“政治先行，文艺后变”的光辉论点。
文学属于上层建筑，是在观念形态上，通过自己的特殊手段反映一定政治、经济制度并为之服务的。
社会变了，文学就会跟着发生变化。
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我国革命文学的整个性质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因为当时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反帝反
封建，当然也没有形成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
那时文学作品所反映的主要是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内容，或者说，作家们是以自己熟悉的各种题材
和形式，为这一斗争服务。
那时，社会主义还没有付诸实践，只是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和一种理想，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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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07新湖南文学史稿》是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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