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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在十七年的整体语境中把握《人民文学》在那个时期处于文学运动风口浪尖的状况，不仅呈现出
那个时代的运动事件，而且还有那些非凡人物的非凡面目神态。
　　本书对《人民文学》这块当代文学活化石进行了宏观义理和微观诗体的辨析，从而具备了学术和
智慧的双重愉悦和价值。
而某些客观的“史”的展示，又替中国文学和作家做出了集体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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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生而权威　一、新中国文艺的方向　　《人民文学》的起点　　题词者、主编和登记人　　
三位一体的主编们　二、期刊群体之间的等级性秩序　　新中国的期刊体制链　　在中央级报刊之间
　　为地方级期刊树立标准　三、“象征效应”为核心的传播发行　　剔除商业因素　　沈从文的复
活　　文学新人的突变第二章　《人民文学》的内部生产机制　一、编辑群体的选择　　主编的六次
更迭　　编辑的三次大换血　二、编委胡风　　　一封退稿信　　《三十万言书》中的全盘计划　　
身陷八卦阵　　《睡了的村庄这样说》  　三、体现规划要求的组稿与审稿　　大规划与大拼盘　　
审稿机制的六次微变　四、选择作家与作家姿态　　　头题小说177篇，107人　　“指导者”：茅盾
和丁玲　　“人民的本色”：巴金、冰心、老舍、艾芜　　“问题”作家赵树理　　新堆力量的主流
化第三章　《人民文学》“异端”文学的生成　一、《人民文学》“异端”文学的四条脉络　　《除
夕》与写“真实”  　　方纪与“人性”书写　　《回答》《望星空》与自省  　　《羊舍一夕》与风
格叙事　二、《我们夫妇之间》引发的争论　　　不经意的发表　　也牧的创作转折　　小说改编和
占据了“市场势力”  　　新文学在城市的生存权之争　三、秦兆阳与“干预文学”的生成　　　有
限度的“思想纲领”  　　《人民文学改进计划》的三个文本　　不断摇摆的版面安排　　《组织部
新来的青年人》的修改之争第四章　“双百”时期的论坛——“短论”和“创作谈”　一、栏目与专
题　二、从呼唤“先进”到规范“鸣放”　三、对文学生产机制的整体批评   　四、一次文学传统的
回归附录：新时期的《人民文学》  　一、王者归来　二、文学资源分割与权威下降　三、我们的生
活、经验和灵魂后记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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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生而权威一、新中国文艺的方向1949年，新中国宣告成立，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翻天覆
地的新时期。
在恢宏的历史巨变面前，种种伟大的事件为全世界所瞩目。
与之相比，一家文学刊物的创办实在算不上大事件。
即便是在期刊这一单线条的历史上，晚清以来的期刊也多如过江之鲫。
如《新青年》《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创造》《七月》等那样名震当世的期刊，也不在少数。
但依靠后人追溯、“再造”的历史，并非真实完整的历史现场。
同样，凭借实践与时间自然积累形成的权威，也并非生而高贵。
创办在1949年这一伟大历史时刻的《人民文学》杂志，则改变了寻常的逻辑。
这家文学期刊的“主体”身份构造过程，出现了与此前创办的文学期刊完全不同的经验模式。
此前的期刊创办模式，有《新青年》与《创造》社的同人性质，《小说月报》的社会组织型社团模式
，亦有《抗战文艺》政府许可下的统战性质，《解放日报·文艺》1942年改版时政党领袖亲自参与、
设定的党刊性质。
《人民文学》杂志，则依托以党组织为核心的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简称“全国文协”）、新中
国的文学体制，以及三位一体的主编们等因素，生而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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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在文学的组织、生产、传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内部的话语竞争等方面，都提供了确切的
知识和洞见。
研究者通世事、达人情，对人的选择和行动有同情的理解，他的理论是有温度的，他的分析有时剥皮
见骨，直指人心。
  　　——《人民文学》主编、著名文学评论家　李敬泽  作者在十七年的整体语境中把握《人民文学
》在那个时期处于文学运动风口浪尖的状况，不仅呈现出那个时代的运动事件，而且还有那些非凡人
物的非凡面目神态。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　陈晓明  《十七年》以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文学事件
为焦点，爬梳剔抉，穷原竟委，从一个独特而重要的角度，实现了对于共和国文学的历史性回顾与学
理性反思。
  　　——中国社科学院研究员、著名文学评论家　白烨  本书对《人民文学》这块当代文学活化石进
行了宏观义理和微观诗体的辨析，从而具备了学术和智慧的双重愉悦和价值。
而某些客观的“史”的展示，又替中国文学和作家做出了集体忏悔。
  　　——“布老虎丛书”创始人、《狼图腾》出版人　安波舜  《人民文学》这艘大船在风口浪尖上
航行过十七年，此书对这段航程的描述是客观的、公允的，也是颇为生动的。
  　　——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主任、著名文学评论家　胡平  作为文学界权威性杂志的《人民文
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十七年的诞生、成长及其可逆与不可逆的历程，已不仅仅是旧与新的转型问
题，更是以人民的名义代表着需要和期待什么样的文学选择与文学命运问题，广义地构成了一个时期
文学政策的走向。
《十七年》以回首前尘、发掘原貌的学理姿态，叙述简洁却又资料翔实地论证了一个刊物如何折射了
一个时代，述析了前辈文学编者们在被动坚守与主动探索过程中的种种艰辛，总结了活生生的当代文
学史中成功的与不成功的经验。
这一反思的勇气和求实的担当，已超过了《人民文学》成长时段的本身，而为文学期刊如何坚持独立
品格，如何讲究文学个性，如何设定选择标准，提供了一个真实的、有价值的历史参照。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文学评论家　杨匡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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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十七年(1949~1966)》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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