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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刘中树文学评论集》是序与书评的合集。
第一部分是为《刘中树文学评论集》写的序言，可作为这些书的评介读；第二部分是对现当代文学作
品的评析，都是应邀而写的；第三部分是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中外文学名家名作评要》
一书所写的中国现代文学部分作家作品的“评要”，现收入这本评论集，可供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参
考。
　　第一、二部分文章以写作与发表的时间顺序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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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文化发展与地理位置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关系，这似乎可以叫做地缘文化学。
这不是突发奇想，而是人们在长期的学术研究和工作中的深切体验。
　　相对于内地中心城市，特别是京沪等地，东北无疑属于边远之地，文化的积累较薄，既无中原的
厚重，又无江南的活跃。
因此，多少年来东北文化、文学和学术始终未能解决自身定位的根本问题，而这又是一个被忽略、被
淡化了的问题。
　　有人以为，无论文学创作还是学术研究，都要突出地方的特色。
就现代文学而言，就应该立足本地，研究东北的作家作品。
这种思考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而且切合实际。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东北曾出现过许多著名的作家诗人，而且直到今天仍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有
的甚至被冷落或忽视。
像吉林省的骆宾基、李辉英，特别是两位名躁一时的女作家梅娘、英娘。
但是，作为一个现代学者，不仅要立足本地，更要面向全国和世界。
这不仅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权利，当代文化使每个人都享有这种权利。
对于人类和民族普遍性课题的研究不属于哪一地域和哪一人群的特定专利。
这一观点的提出，是基于中华文化与东北文化历史关系的思考。
　　东北历来被视为蛮荒之地，由于清兵人关和“九一八”事变，东北才因突发性的政治事件而被人
关注。
于是才有了满清史志，有了“东北作家群”。
然而一提到东北文化，在过去人们心目中呈现的还只是“棒打獐子瓢舀鱼”的未开化形态。
“罪臣”的流放和关内移民的进入，东北文化才出现了不小的繁盛景象，亦只不过被认为是单纯的中
华文明的流转、辐射，不具有区域文化的特质。
本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东北地区古人类化石（如金牛山人化石、安图人化石）的发现，证明28
万年以前东北大地就有人类在这里生息、繁衍。
特别是1983年辽宁红山文化遗址的发现，进一步证明在5000年以前，东北文化就是与中原文化同时并
存、共属于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人们关于东北文化单纯移植性的认识。
至少，东北文化的本源性和移植性开始成为东北文化共同的构成条件。
由此，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东北文化作为与中原文化同时并存的区域文化，既有华夏大文化系统
乃至人类远古文明的共同属性，而且又因历史和地域的特殊原因，又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素质。
也就是说，东北文化构成的自在性也存在于接受性之中。
正是在这一认识上，形成了我们关于东北文化、文学和学术价值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思考。
　　以上是我们思考的第一个层面。
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深人一步表现出对整个人类和中国文化的关注，即对人类和民族的共同问题发
出自己的看法，而这恰是作为一个当代学者应具有的时代素质。
文化的特殊性是一种文化区别于另外一种文化的根本标志，不同文化构成了人类文化的共同体。
东北文化的特殊性使其在中华文化的大系统中占据了特别的位置，而对这一特殊性的发掘亦是强化东
北文化地位的重要方式。
但是，对于这一特殊性的强调必须以中华文化和人类文化的普遍性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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