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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第2版）（下册）》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
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全书分为上编（1917～1949）和下编（1949～1997），共37章。
本书打破了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分立的惯例，以新的文学史观系统阐述了中国现代文学自1917年
至1997年的发展史；全面客观地评介了各时期的代表作家、部分曾被忽视的重要作家，以及他们的作
品；内容的阐述注重从文学本体出发，吸收了近年来新的研究成果；增加了中外文学比较与文学接受
，有益于启迪学生思维。
本书文字顺畅，资料翔实，知识点系统合理，内容具有很多独到的见解。
此次修订，对全书格周没有做大的调整，主要是根据教学的变化和学术研究的进展，修正和删削了部
分内容，使教材表达更为精当。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中文专业的教材及考研参考教材，也可供社会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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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杨朔（1913—1968），山东蓬莱县（今蓬莱市）人，致力于艺术性散文的写作，结集有《亚
洲日出》、《海市》、《东风第一枝》和《生命泉》。
这些抒情散文先后写于1955至1965年间，其中大多数作品在50年代、60年代为广大读者传诵，有些当
时就被选人中学语文课本。
 作为一名时代的歌者，杨朔认为散文应该“从生活的激流里抓取一个人物、一种思想，一个有意义的
生活断片，迅速反映出这个时代的侧影”③。
从这一创作思想出发，杨朔的散文努力追觅时代的足迹，表现十七年间的建设与生活。
毫无疑问，在痛楚的现实面前，作家过分强调乌托邦式的诗境，是有其历史局限性的。
但比起那种口号式的颂歌来，杨朔作品的艺术表现力还是值得一谈。
 尽管杨朔不能摆脱十七年散文那种歌颂性的思想表现模式，但他的艺术审美视野却比同时代的其他作
家显得较开阔。
他不满于豪言壮语式的颂歌，也不满于当时空洞、说教的文风，积极要求打破散文艺术表现的沉闷局
面，尽管这种拓展是有限的。
1959年，杨朔明确地提出了诗化散文的艺术主张。
他说：“好的散文就是一首诗”④，后来又说：“我在写每篇文章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⑤。
 杨朔散文讲究艺术构思。
他善于大处着眼，小处落墨，抓住一人一事、一景一物，生发联想和想象，洞隐烛幽，见微知著，使
作品的思想得到寓大于小、寓远于近的艺术表现，因而具有诗的视角和诗的容量。
《樱花雨》写日本人民不忘美国投掷原子弹的惨痛史实，反对《H美安全条约》而展开的一场全国性
的罢工斗争。
作品没有正面去描写这场罢工运动的波澜壮阔，而是以一家旅店的侍女君子作为视角予以表现，即着
力渲染、透视她在罢工前后那颗深受美国兵戕害的心灵所发生的微妙的变化。
她似乎生性怯弱，躲躲闪闪，欲言又止，不敢对作恶的美国兵说三道四，但忽然间停电，宣告罢工斗
争已正式开始，她忽而判若两人，变得异常的镇定和无畏，柔和的眼睛里，“隐藏着日本人民火一样
的愿望”，“有两点火花跳出来”。
整个罢工游行队伍意气激昂、呐喊奔腾的情景便可从君子身上以斑见豹。
这样，作品便由小及大、由近及远地揭示了这场罢工运动的广泛性和深刻性，达到了“当诗一样写，
，的艺术效果。
杨朔在构思上追求新颖、奇巧，有些作品还擅长借鉴古代散文“文眼，，的经验，如《雪浪花》着力
表现浪花咬礁石的“咬”字， 《海市》以寻海市的“寻”来经纬全篇，等等。
因此，他的多数散文缜密、精致，经过刻意的构思而使作品充满了诗意和艺术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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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下册)(第2版)》可作为高等学校中文专业的教材及考研参考教
材，也可供社会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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