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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赵树理，著名现代小说家、戏曲作家、曲艺作家。
《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赵树理研究资料》分小传，生平资料，创作自述，评论文章选辑，年
谱、著作系年和研究资料目录等几个部分，全面收集了关于赵树理的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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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抗战爆发后，赵树理在长治、阳城等地任“牺盟”干部，从事抗日宣传工作。
1939年后历任《黄河日报》、《抗战生活》、《中国人》等报纸杂志的编辑。
几年间写下了许多通俗的小说、诗歌、小戏、曲艺、杂感等，今亦大多亡佚。
1942年初，中共太行区委为开展群众文化工作，调赵树理到华北党校专事文化普及工作。
党对农村文化运动的重视，特别是1942年的文艺整风运动，给赵树理以巨大的鼓舞。
1943年他以武乡一桩迫害自由恋爱的青年致死的案件为素材，创作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受到广
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
接着又创作了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深刻描写抗日根据地农村减租减息斗争。
这部作品被誉为40年代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作。
他的小说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表现方法，借鉴民间评书、鼓词，进行革新创造，以表现现代农
村生活，形成独特的民族风格，为广大农民所喜闻乐见，并对解放区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他的努力使新小说与农民的隔阂状况有了根本的改变，从此，他成为驰名中外的“农民作家”。
1944年赵树理调到华北新华书店任编辑。
他努力创作，但以主要精力投入文化普及工作，积极帮助农村剧团开展乡村剧运。
1945年参加《新大众》杂志（后改为报纸）的编辑工作。
1949年初随该编辑部进人北平。
这一时期重要作品有1945年的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
小说通过晋东南一个村庄中各类人物的不同命运，反映从辛亥革命后到抗战胜利，长时间里山西农村
的历史性大变革。
他的更多的作品反映了根据地改造旧农村、改变旧思想习俗的斗争。
如《孟祥英翻身》（1944）、《福贵》（1946）、《传家宝》（1949）等等。
这些作品通过农民的日常生活来描绘他们心灵变化的艰难历程。
1948年写的中篇小说《邪不压正》，深刻揭露了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在改变了受压迫的境况后立即
暴露出来的思想局限，并造成土改运动中的“左倾”错误。
这篇小说表现了赵树理对农村生活的独特感受和对农民局限性的深刻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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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编辑赵树理研究资料，非始于今日。
60年代初，山东师院中文系即已印行过《赵树理研究资料》。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又有山西大学中文系与工人出版社合编之《赵树理文集》、复旦大学中文系
之《赵树理专集》，董大中、李士德诸同志之《赵树理年谱》等相继问世。
本书虽尽量吸收先行者们的成果，并求有所增进，但限于种种条件，仍然存在某些缺陷，有待今后进
一步加以完善。
望行家与读者多多批评指正。
在编辑过程中，得到日本和光大学釜屋修教授、京都产业大学萩野脩二教授、美国罗彻斯特大学魏汉
明教授、德国洪堡大学梅益华教授、瑞典秦必达女士、香港李立明先生、复旦大学贾植芳教授、中国
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尹锡康同志、山西省文联董大中同志、北京大学傅成劫、阮积灿、潘兆明、商
金林诸同志的热情帮助。
特在此致以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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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赵树理研究资料》：《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是国内规模最大
、资料最全、内容最系统的一套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
丛书收录国家“六五”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的研究成果，由最权
威的学者，穷数年心力，从浩如烟海的文献、笔记、访谈、作品中，筛选出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汇编
为重要作家的研究资料，重要文学运动、文学社团和思潮的研究资料，以及包括文学期刊目录、主要
报纸文艺副刊目录等在内的文学书刊资料三个系列，全套丛书共一百余种，现由本社出版发行，以期
嘉惠学林，传诸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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