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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河南文学史（当代卷）》是对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河南文学成果的一次全面总结。
在将近六十年的历史中，河南文坛涌现出了一批优秀作家、作品，河南文学在中国文学版图中也越来
越占据了重要位置，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河南文学更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文学豫军成为了中
国文坛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既往的河南文学做一个总结就显得非常必要。
《河南文学史（当代卷）》按照时间顺序把当代河南文学分成“十七年”、“文化太革命”时期的河
南文学和新时期河南文学三个大的时段并进行介绍。
《河南文学史（当代卷）》从涵盖的内容来说，对当代河南的小说、散文、戏剧、诗歌、文学评论等
都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并对一些重点作家、作品进行了专章、专节介绍。
总的来说，《河南文学史（当代卷）》梳理了当代河南文学的发展过程，描述并分析了当代河南文学
的全貌，反映了当代河南文坛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第一部关于当代河南文学的断代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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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这是儿童的头脑里才会产生的思维逻辑，虽不合理却十分合情，也充分地体现了作者
本人的细腻观察与对儿童心理状态的深入把握。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本人在写作的时候具有强烈的目的性，即主动担当起用文字为党的事业培养革命
接班人的光荣职责，决心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中栽下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种子，所以他的小说几乎都
蕴含着极为深刻的教育意义。
他在作品中塑造的一系列正面少年儿童形象，毫无疑问，就是为年幼的读者们树立一个个良好的楷模
与榜样。
作者在写这些故事时，主观上想做到使小读者易于接受、乐于接受，并从中受益。
这种追求达成一定教育效果的功利化创作，使得张有德的小说成为当时的孩子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的最佳课外读物，但与此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作品的艺术效果，使得某些地方不免显
得概念化、公式化，情节模式单一，人物形象也略显静态化、固定化，缺少对儿童性格成长与发展的
细腻的过程描写。
在情感与意志方面，作品中的小主人公只是缩小了的大人，大大地降低了其艺术表现的形象生动性。
但不容否认，张有德的小说在当时整个文坛不大讲求技巧的情况下，还是有自己的长处的。
他笔下的故事都保持着结构的相对完整性，在情节的交代上有头有尾，而且线索单一，从不显得枝蔓
不清；在具体的语言运用上也尽可能地追求通俗化、大众化，许多地方在采取书面语的同时，也辅之
以浓郁的河南农村地方方言或者俗谚、民谣等，使得小说不仅自然流利，而且灵活有致，妙趣横生。
这些都充分显示了他深受民间传统文化的浸染以及对于中国古典小说基本技法的积极借鉴。
余辰，原名张凤礼，曾经担任过开封市作协主席。
其主要著作有《王琳的故事》、《新同桌》等，并曾多次获得过省儿童文学奖。
《新同桌》自问世迄今已经四十余年了，但直到今天看来，它并不显得落伍，依然是一部十分优秀的
儿童文学作品。
它主要讲述了在一所小学里，由于作为少先队员的“我”和同桌华乐亭经常调皮捣乱，互相说话而影
响学习，最后少先队的小队会上决定，把“我们”两人的座位调开，给“我”派了一个叫马玉霞的新
同桌，给华乐亭也派了另外一个积极上进的女同学。
“我们”一开始都非常反感自己的新同桌，总觉得她们处处和自己过不去，于是多次暗暗和华乐亭商
量，要整整她们，以便让她们知难而退，最终达到“我们”俩还能重新坐在一起的目的。
可是，每次的办法都不奏效，反而使“我们”弄巧成拙，十分狼狈。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河南文学史 当代卷>>

编辑推荐

《河南文学史·当代卷》：河南省新闻出版局重点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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