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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学观察与史性阐述》由有所侧重而又互补的四大板块构成。
　　“文学史观察”是当代文学史专题论集。
它论述当代文学思潮、当代文学史的学术性以及重要文学现象，还研究几乎被埋没的文学史人物阿垅
的文学价值。
所论俱为重大课题或敏感课题。
在这里，显示出著者的文学史论的胆与识。
著者为女性，但其思想与笔触豪迈奔放，毫无脂粉气。
著者的学术见解，读者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但却不容忽视，因为它有独特的学理价值。
　　“文学风格论稿”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专题史。
其中重点论述的崇高，虽非现当代文学风格的全部，但它曾经是主调。
尽管学人对当代文学的崇高见解纷呈，但它是客观存在，不容也不可否定。
对崇高的探讨、评论将始终是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与当代文学评论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校场。
这里不会有金戈铁马，但会有笔墨战与电子战。
这种战斗会时起时伏，绵延久远。
本书著者也许会在崇高争论史上留下或浓或淡的一笔。
　　“文学现象透视”，著者面向全国文坛，对重要作家及其代表作给予中肯的解读，作出恰切的文
学评估。
对文学批评中的若干现象作出透视，发表自我的见解，展现自我的风貌，读来感到诚实可信，坦荡磊
落。
　　“文学重镇守望”属全书之压轴卷帙。
著者对陕西文坛的关注，从老一代到中年到新生代，无不涉及。
对陕西文坛的若干文学现象也发表了坦诚的观察与思考。
本论集中所论述的对象即当代陕西作家尽管均为重要作家，且著者的评说，也达到一定水准，但难免
有所参差。
不过，在当前的文化氛围中，出现这种现象也无可厚非。
著者是生活在现实时空中的人，对其不必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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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燕芬，文学博士。
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站现代文学专业博士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当代文
学研究会理事。
致力予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风格和社团流派研究及当代文学批评。
出版学术著作多种，其中《执守·反拨·超越——七月派史论》（中华书局）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在《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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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第一辑　文学史观察学术视野中的中国当代文学当代文学接受现象的历史演进传统与现实之间：“
新写实”与传统小说比较论新时期的“现代派”文学世纪末：女性文学话语的复归与重建阿垅的文学
成就及其文学史意义胡征长篇抒情诗的美学风格及文学史价值第二辑　文学风格论稿从古典到现代：
打破和谐——现代文学风格的发生20世纪中国文学风格的现代转型及其特征个性的张扬与现代文学风
格的演变英雄主义及其反动：20世纪崇高文学风格概观崇高的颂歌：新中国“十七年”文学风格概论
论“十七年”崇高文学风格的形成反映论与崇高个性之间第三辑　文学现象透视历史与小说：双赢的
可能与限度——论《张之洞》的形象塑造林佩芬：历史小说的另一种个性书写景物描写与《夏猎》的
深度意蕴潘铭粲杂文风格及其意义散文艺术与学术评论的“联姻”——读李元洛《唐诗之旅》《宋词
之旅》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批评？
批判的另一种堕落有名的作家与无名的作品“卧底写作”与文学真实西部女性写作的意义第四辑　文
学重镇守望论当代陕西文学创作的主流性地位陕西文坛的多向度态势从代际变化看陕西文学症候陕西
中篇小说的缺失与期待同一片天空，别一处风景——当代陕西女作家论《创业史》：复杂深厚的文本
《白鹿原》现实主义美学品格探索论贾平凹与三十年中国文学的构成关系路遥《人生》爱情内涵新解
叶广芩：安置灵魂的一种写作⋯⋯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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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现代悲剧的形成和发展，前后有两条相互交织的线索。
其一是表现世俗人生的形而下悲剧，其二是呼应西方现代主义潮流的探索人性奥秘的形而上悲剧。
前者贴近中国社会生活的现状，后者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但有相当程度的超前性。
一批作家用他们坚实的文学作品铸造出具有现代意义的悲剧风格。
　　文学巨匠鲁迅，在开始从事文学创作起，其作品就具备了上述的双重品格，既实现当下关怀，又
具备超越品格。
鲁迅一生没有创作过规范意义上的悲剧，但他的作品中的浓重的悲剧意识，以及深厚广博的悲剧内涵
，直至今日依然标志着现代悲剧的高度。
正像人们所说，鲁迅是现代小说的开拓者，他在开创的同时也树立起后人难以逾越的艺术标杆，鲁迅
作为中国现代悲剧小说的开创者，也可以如是观。
　　鲁迅早期作品充满了强烈的反封建精神，洋溢着浓烈的五四时代精神。
他的现实主义小说与郭沫若的浪漫主义诗歌相比较，可以说源于一个背景，但鲁迅是从另一个侧面切
入时代的总主题。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鲁迅说：“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
人生。
⋯⋯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①青年鲁迅在1907年写就的《摩罗诗力说》，确立了贯穿鲁迅一生的启蒙主义思想，此时鲁迅通过
倡导西方式的浪漫主义文艺，意在唤醒被传统文化所压制的“人”的主体力量。
十多年后的鲁迅另辟途径，以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来呼应五四启蒙主义潮流，这反映了鲁迅思想的发展
和成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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