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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经过历史的沿革，现在已到了厘定课程的称谓与内涵，
使之成为具有相对合理性的独立文学课程的时候了。
这门课程的开设，始于建国初的现代文学课程，或称为“新文学课”；编撰了许多“中国现代文学史
”，或称“中国新文学史”相关的教材。
中国现代文学史（或称中国新文学史）的时间段，则界定在自1917年新文学革命始，至1949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止，前后约30年时间。
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有其合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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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延安整风运动对王实味、丁玲的批判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了《
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2月8日，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讲演，这是延安整风运动
的开始。
整风运动开始后，王实味写了一篇题为《政治家?艺术家》的杂文发表在文艺刊物《谷雨》上，又写了
一组总题为《野百合花》的杂文，共4个小题目，发表在《解放日报》的副刊上。
在《政治家?艺术家》一文，王实味论述了艺术家不同于政治家的社会职能和两者的关系，认为政治家
的任务“偏重于改造社会制度”，而艺术家则“偏重于改造人的灵魂”。
他认为，旧中国是一个包脓裹血的黑暗社会，而从其中走出来的革命战士也难免受到了沾染，更何况
他们还携带着许多落后阶层共同前进。
这就决定了艺术家改造灵魂的工作更重要、更艰苦、更迫切。
他提出“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和黑暗，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呼吁艺术家“要更好地肩负起改造灵魂的伟大任务罢，首先针对着我们自己和我们底阵营进行工作”
。
而在《野百合花》这一组杂文中，王实味则对延安革命队伍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很具体也很有针对性
的批评，引起了很大反响。
与此同时，丁玲、罗烽、艾青等人主张文学的真实性与独立性，强调以文学为思想武器进行批评与自
我批评。
丁玲先写了小说《在医院中》，通过一个向往革命的女医生陆萍在延安的一个基层医院的见闻，批评
了官僚主义和小生产者的思想习气。
然后，她又发表了《我们需要杂文》、《三八节有感》等杂文，揭露延安生活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
主张发扬鲁迅为真理而敢于言说的精神，铲除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
罗烽在《还是杂文的时代》中认为，“光明的边区”也有可能有“可怕的黑暗，和使人呕心的恶毒的
脓疮”，因此作家有责任启用杂文这把“划破黑暗，指示一路去的短剑”。
艾青则写了《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要求给予作家创作自由的保障。
上述在延安发表的杂文、小说所主张和体现出来的文学倾向，显然表现出一些作家一贯追求的既重视
发挥文学独特的批判作用也坚持革命理想的现实战斗精神，一时在延安汇成了一股文学潮流。
但是这一倾向在整风运动中很快遭受到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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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下)(修订版)》：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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