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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十七年文学研究如果从1999年算起，迄今已走过了十个年头。
它之所以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想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加快和深
入剧烈，中国的社会意识和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就需要对“历史”做进一步的重评。
二是由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内部调整的需要。
80年代中期前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思潮通过将“左翼文学”边缘化确立了“纯文学”的秩序，
但是这种简单化的、二元对立式的理解历史的方式，后来逐渐显示了它思想单薄、学术平板的一面，
于是对它的质疑，以及提出清理这种研究结论的呼声在学科内部日益呈现。
我想阎浩岗教授的《“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从酝酿到写作的过程，应该都在这一学术思潮的背景
之中。
　　我与浩岗教授结识于几年前，后来到他供职的大学文学院讲学和答辩，便比较熟悉了。
在这种情况下得知，他为十七年文学研究投入了大量心力和劳动，而且此前，已有相当可观的学术成
果问世。
我们知道，出现于十七年的“红色经典”是在这些作品被充分“当代化”的情况下展现在读者面前的
，由于社会思潮对它们的合法性予以了先验性的强大支持，它们成为“文学史经典”几乎没有成为什
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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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从“文学价值”的角度，对被称作“红色经典”的《红旗谱》、《
创业史》、《红岩》、《青春之歌》、《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及《李自成》、《
艳阳天》等作品做出分析评价，并对其文学史地位进行了评估分级。
每章都有一些富于启发性的独到见解。
这是作者继其专著《中国现代小说史论》之后，从文学价值与文学史地位角度重新解读和评估中国现
当代小说名作的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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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阎浩岗，男，1963年11月生于河北吴桥。
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
河北大学教学名师。
南开大学文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
　　已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鲁迅研究月刊》等学术期刊
发表论文四十余篇。
著作除本书外，另有《中国现代小说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中国现代小说研究概览》（
主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中国现代文学流派艺术研究》（合著，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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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可能性——代序　　写在前面　　绪论　　一、“文学价值”的评判标准　　
二、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化”态度　　三、文学史的“入史”资格　　四、文学史写作的体例　　第
一章 从文学角度看“红色经典”　　一、文学价值本身的角度与“红色经典”的“文学史化”　　二
、为“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一辩　　三、“红色经典”文学价值的体现及其分档　　　　第二章 “
土改”叙事：在“十七年”的入口处　　一、《暴风骤雨》第一部：快意的除霸复仇　　二、《太阳
照在桑干河上》：揪出伪饰的恶霸　　三、《暴风骤雨》第二部与“土改”叙事中的道义问题　　　
　第三章 《红旗谱》：日常化的革命叙事　　一、人物形象的日常性　　二、人物关系与叙事逻辑的
日常性　　三、“闲笔”的魅力　　四、日常生活描写的题外之旨　　　　第四章 《创业史》及其他
合作化题材长篇　　一、艺术描写的真实感与人物形象的生动性　　二、人伦挚情与创业激情：艺术
感染力的源泉　　三、善良与尊严：永恒的道德价值　　四、《山乡巨变》：另一种真实和别样的魅
力　　五、《三里湾》与《艳阳天》：乡村道德冲突的写实与权力斗争的传奇　　　　第五章 通俗传
奇与英雄史诗　　一、《林海雪原》、《三家巷》及其他“革命通俗小说”　　二、《保卫延安》、
《红日》与当代小说的史诗性追求　　三、《李自成》：规模空前的英雄史诗　　四、《苦菜花》：
政治规约下的人性表现　　　　第六章 《青春之歌》：自叙传与“集体创作”　　一、作家创作主旨
与读者期待视野　　二、作家创作心态及作品修改得失　　三、自我实现者的心路历程与青春激情的
颂歌　　　　第七章 《红岩》：纪实与传奇结合的奇书　　一、史实与虚构的艺术化处理　　二、空
前绝后的意志传奇　　三、从真实感看其艺术得失　　四、超越意识形态的精神价值　　　　第八章 
文学史长河中的“红色经典”　　一、“红色经典”与毛泽东文艺思想　　二、农、兵的生活及其思
想感情　　三、理想化人物与乐观明朗基调　　四、“红色经典”对“长篇小说美学”的探索　　五
、“红色经典”与新时期小说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 本书所论主要作品初版日期、主要版本
及被改编情况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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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物性格的鲜明生动固然也是作品生活气息的元素，笔者以为，生活气息的获得，还由于作品使
人如临其境的社会自然环境、日常生活场景与细节描写。
读《红旗谱》，我们能感受到民国年间的社会风貌，了解当时冀中平原婚丧嫁娶、逢年过节的习俗，
甚至看到锁井镇的街巷、通向大小严村的羊肠小道、千里堤和白洋淀的风光，听到风吹大杨树叶子哗
啦啦的响声。
《三里湾》、《山乡巨变》、《三家巷》也以写日常生活或民间风俗见长。
《林海雪原》、《红岩》、《铁道游击队》里非常独特的环境与生活方式、生活状态的描写也是其吸
引读者的原因之一。
作品生活气息的获得，还由于表现了浓郁而真挚的人伦情感。
《红旗谱》最感人的，不是反“割头税”运动、二师学潮与高蠡暴动的火暴场面，而是朱老忠的侠肝
义胆，他与严志和、朱老明等人的朋友情，与贵他娘的夫妻情，涛他娘与老祥奶奶的婆媳情，江涛与
奶奶的祖孙情，与运涛的兄弟情。
甚至朱老星家的对丈夫独特的情爱表达，也饶有趣味。
①《青春之歌》最吸引青年读者之处，在于对女主人公处理与三个男性的情爱关系时真实、细腻、动
人的心理描写。
“文革”时期的文艺作品被新时期批评界指为普遍概念化、缺乏“人情味”。
但，这并不是说那时期的作品都不能以情动人——京剧《红灯记》就每每催人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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