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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吴组缃是皖籍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
他的创作时间虽然不长，作品数量虽然不多，但却获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
夏志清称他为“艺术成就最高”的“左翼名小说家”。
黄书泉编著的《乡土皖南的书写者：吴组缃创作论》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宏观视野中，既以吴组缃的文
学创作为核心来论述，又不局限于此，而是拓展到他的生平和学术研究领域；在论述吴组缃的文学创
作时，既以其标志性的短篇小说为核心，又拓展到其长篇小说和散文创作。
《乡土皖南的书写者：吴组缃创作论》最大的特征是，让已经被遗忘的吴给缃重新浮出中国现代文学
水面，还原吴组缃作为现代文学史上体现小说美学特性的、具有某种艺术独创性的作家面貌。
他的创作为今日文学提供了某些仍可借鉴的经典性写作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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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书泉，男，安徽肥西人，1951年生。
当过农民、战士、工人、民办教师、机关办事员。
1986年毕业于浙江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班，获文艺学硕士学位。
现为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现当代文学硕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
。
 　　自80年代以来，先后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文艺报》《文学报》《光明日报》《国外社
会科学》《读书》《书屋》《小说评论》《当代作家评论》等全国及省级报刊上发表文学理论和批评
文章以及散文、文化随笔多篇，并出版《现实的人和审美的人》《当代中年人人生五大危机》《边缘
思语》《文学批评新论》《文学转型与小说嬗变》《大学生心理健康与成功人生》《重构百年经典—
—20世纪中国长篇小说阐释》小篇小说《大学囚徒》。
主编丛书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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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皖南乡村之子--吴组缃生平事略一 茂林山水育英才二 家世与青少年时代三 求学路上的良师益
友四 当上了冯玉祥的国文教师五 “我还是适合于去教点书”六 敢讲真话的狂狷之士七 日常生活中的
率真性情八 无尽的思念第二章 乡土经验的独特叙述--吴组缃短篇小说中的皖南乡村与破产农民一 写“
我所熟悉的人与事”二 美丽的自然，破败的乡村三 旧中国乡村社会众生相--以《一千八百担》为例四 
苦难中挣扎的破产农民形象五 乡村画卷的丹青高手第三章 被压抑的精灵--吴组缃短篇小说中的女性形
象一 “女鬼”：封建礼教的牺牲品二 “为奴隶的母亲”三 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第四章 经典性的写
作--吴组缃短篇小说艺术经验一 短篇小说与经典性写作二 清醒而冷峻的现实主义艺术风貌三 统一于“
写人”的多样化叙事风格四 独特而鲜明的结构和语言艺术第五章 抗战文学的独特叙事文本--吴组缃长
篇小说《山洪》解读一 乱世乡村的众生相二 独特的国家观三 一个农民的心灵史四 短篇小说艺术特色
的延续五 半部好小说第六章 散文小说化--吴组缃散文创作论一 吴组缃的散文观二 窥现实一斑而见社
会全貌三 “创作散文很类似小说的写法”四 吴组缃散文的当代意义第七章 在左翼文学与乡土文学之
间--吴组缃在新文学史上的意义一 吴组缃与左翼文学二 吴组缃与乡土文学三 吴组缃在新文学史上的意
义第八章 另一种意义上的创作--吴组缃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一 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的真知灼见二 古典
小说艺术经验的独特阐发三 情有独钟《红楼梦》四 从创作中来，到创作中去附录一 吴组缃小传二 吴
组缃著作年表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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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山洪》正是在小说所设置和营造的这种背景和氛围中，不动声色地、客观地为我们描绘了一幅
乱世乡村的众生相，展示了皖南农民在抗战时期的真实心态。
　　这首先体现在小说所描述的农民最初听到关于战争种种消息后的各种反应、态度。
穷光棍四狗子看到有钱人和有家室的人忧心忡忡，顿时幸灾乐祸：“哼哼！
这种世道来了，还是没钱没儿子的快活。
”懒散安逸、乐天知命的章二官则用一种谈一个好笑的故事的神气，向人们谈着他看到的日本飞机狂
轰滥炸和大批商人逃难的场面。
而他的奶奶，则对听来的战争惨状惊恐万分，不停地诅咒、叹息：“那里能算人命呢？
”人心动荡，村民们以自己的思维纷纷作出对从未见过的日本兵的判断、对战争的看法：“就是日本
人来了末，他也不能不要百姓呀，可是呢。
”“你不犯他，他总不能好好的就杀你呀？
”“日本人来了末，我就说我服了你，我已经归顺了你，他总不见得杀我了呀，可是呢？
”⋯⋯与此同时，对于抗日队伍，村民仍然以一贯的对“兵”既敬又畏、既好奇又迷惑的态度来打量
着、判断着：“人们用最高明的识力，最敏锐的眼光，把种种特点认出来，加以判断，认真的争辩着
，善意的纠正着，流露出难言的高兴与欢喜的感情。
因为平日以往，从来没有这样好机会，更从来没有这样快乐自在的心情，来跟这些可怕的东西接近，
而能够加以观赏和评论的。
”而当他们看到队伍里竟然还有女兵，更是不胜惊讶。
然而，议论、判断、感慨、困惑、好奇之后，村庄仍然平静，村民们仍然按部就班地过着日子。
“战争虽然逼到眼前，却没法打破地方的习俗。
糊里糊涂混过了旧历年关，人们照着那一年年的惯例，把大半个正月消磨在走亲戚和拜坟年的事上；
也有些人仍然关起大门，亮着红灯火，彻夜赌博着，同往年一样消磨这个新岁。
”--这是小说差不多已经写到一半时作者对鸭嘴涝的描绘。
作者既将这个小小的村庄置于战争阴影之下，又似乎有意延宕战争的直接到来。
　　随着战争的一步步逼近，特别是游击队的到来，在地方上开展抗日活动之后，鸭嘴涝确确实实变
得不平静了。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乡土皖南的书写者-吴组缃创作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