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当代文学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当代文学史>>

13位ISBN编号：9787040114256

10位ISBN编号：7040114259

出版时间：2003-9

出版时间：高等教育

作者：王庆生 编

页数：72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当代文学史>>

前言

　　20世纪60年代，学术界、教育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教材编写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在出版
多种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同时，也首次出版了几本中国当代文学史。
在这些史著中，不仅最早使用了中国“当代文学”这一概念，而且使“当代文学”具有了学科雏形。
此后，随着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当代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确立下来，并由此兴起了研究当代
文学的热潮。
80年代中期以后，在改革开放潮流的推动下，人们思维观念的改变，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
究的发展。
有些学者试图运用新的理念、新的视野拓宽研究空间，重铸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新格局。
1985年上半年，在“中国现代文学创新座谈会”上，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联合提出了建设“二十
世纪文学”问题，他们提出打通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的分期界限，把20世纪作为一个整体来研
究，并在广阔的视野中创新研究方法。
这一主张提出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虽有少数学者提出疑义，但绝大多数学者是赞同、支持
的。
在建设20世纪中国文学理念的召唤下，很快出版了一批有关这一方面的文学史著②。
1988年，《上海文学》从第4期开始，辟出专栏，专门讨论“重写文学史”问题。
这是50年来对文学史写作进行的一次自觉反省，是“观念热”、“方法热”在文学史研究领域的进一
步深化。
它提出了在文学史研究和编写中如何处理各种文学思潮和流派的问题，也提出了如何用新的视角对文
学发展历史和作家作品的重新描叙和评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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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当代文学史》是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后又纳入教育部“面向2l世纪课
程教材”系列。
全书分为绪言，20世纪50一70年代中期的文学，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的文学，台湾、香港、澳门地
区文学四部分。
《中国当代文学史》以文学的现代转型为中心线索，通过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剖析，再现了当代
文学发展的轨迹。
与同类教材相比，其最大的特点是，把作品放在主体地位，突出了文学创作的实绩和对当代有代表性
作家和作品的评介，反映了文学史应当是文学创作所构成的历史的理念。
《中国当代文学史》吸收了该学科研究的新成果，内容丰富，涵盖面广，信息量大，在框架结构、层
次区分等方面均有鲜明特色。
　　《中国当代文学史》可作为高等学校中文专业教材，也可供其他专业师生和社会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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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50年代后期，由于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中国结束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时代，
在文学理论方面也考虑用新的提法来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另一方面，1958年的“大跃进”运
动也要求文学有新的创作方法反映“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于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革命现实
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以下简称“两结合”）。
“两结合”本不是一个新话题，中国文学理论界早在30年代初介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时候，就
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错综”、“交织”、“融合”、“渗透”等词语来表达“两结合”的含义
了，而且把这种结合视为“新现实主义”的特征。
建国以后，茅盾、周扬等都曾较早地提到了“两结合”，不过作为一个理论主题和“创作方法”则是
在1958年提出的。
这一年的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我国新诗发展的道路发表了以下意见：“
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
形式是民歌，内容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
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
”①接着，周扬在《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一文中，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提倡我们的文学
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这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是根据当
前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而提出的一项十分正确的主张，应当成为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②
”。
从这以后，“两结合”就成为支配本时期文学发展的艺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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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当代文学史》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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