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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学术界长期以来对文艺民族形式论争研究栩对薄弱的原因，主要还是在于对它赖以产生的政
治、文化根源的复杂性认识不够，或者说对其与民族主义政治策略、民族国家文化建构之问的关系认
识不足。
　　民族形式与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文化、民问形式的内在关系，使文艺民族形式运动的产生与发展
具有历史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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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石凤珍，1968年生于山西太原。
2005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获文艺学专业博士学位。
2006年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
现任山西大同大学文史学院副教授、副院长。
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艺思潮、中国近现代学术与思想史。
已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等核心期刊发表专业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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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绪论一、国内外研究现状二、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三、研究方法四、本书的主要观点和内容构架第
一章 文艺“民族形式”：民族主义的文化诉求与民族国家的文化建构第一节 背景：民族主义政治转
变影响下的文化上的民族主义诉求一、政治上的民族主义策略转变二、文化上的民族主义诉求第二节 
文艺“民族形式”运动的发起及任务一、在新形势下新的文艺运动的酝酿、发起及任务二、从“旧形
式”到“民族形式”三、“旧形式”与“民族形式”的符号意义第三节 “民族形式”命题的理论来源
与理解一、斯大林的“民族文化”与“民族形式”理论二、毛泽东对“民族形式”的理解与“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三、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与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与构建第二章 论争焦点之一：对“五四
”新文学的评价第一节 对“五四”新文学评价的情况考察分析一、运动发起者对“五四”新文艺的评
价二、“五四”新文学是否是“民族形式”三、“洋八股必须废止”与民族性第二节 “欧化”与语言
民族主义第三节 民族化与现代化的紧张与意识形态转变的需求一、中国文学现代化与民族化的悖论冲
突二、文学所属意识形态转变的需求第三章 论争焦点之二：“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论争第一节 “
民间形式中心源泉论”的论争概况一、“民间形式中心源泉论”与“新的国粹主义”二、“旧命题”
、“新命题”与“五四”新文学的阐释第二节 “现实主义中心源泉论”与胡风的“五四传统一现实主
义”阐释框架第三节 向林冰“民间形式中心源泉论”的内在理路及思考一、大众形式=民间形式=民
族形式的等式构建二、大众—知识分子关系地位的“重新配置论”三、评价与反思第四章 文艺“民族
形式”运动：中国文学现代化道路的转折点第一节 从个人主义文艺到集体主义文艺的转变一、从“左
翼”文艺大众化讨论到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二、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历史突破三、文艺“民族形式
”运动的历史转折点意义第二节 知识分子的阶层分化与地位转变一、葛兰西的“领导权”与“有机知
识分子”理论二、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三、知识分子阶层分化、地
位转变与思想改造第三节 创立中国文化与文学现代性的新模式一、新民主主义文化对“五四”新文化
的马克思主义改造二、延安文艺的现代化及文艺“民族形式运动的历史作用”结语相关历史资料索引
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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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此必须附带说明，陈伯达并不是保守的文化民族主义者。
从对传统进行现代改造以及这种改造所最终诉诸的目的——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政党政治服务来看
，是具有鲜明的现代属性的。
“诚然，民族主义依托着文化传统，但民族主义的立场在历史上却是民族国家的现代化，或者日现代
化的民族国家”①。
陈伯达对此亦有清醒的认识和说明：“我们认为对于过去中国最好的文化传统，应该接受而光大之。
同时我们还要接受世界一切最好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成果。
我们还要在中国多方面地创造新文化。
我们要为‘现代文化的中国’而奋斗。
如果不是这样，那末，我们就只简单地走到‘整理国粹’的泥坑中去了。
”②“在纠正过去文化运动的弱点和缺憾的时候，我们同时也须提防走向另一个极端：背着现代，面
着古代，看不见新世界，忽视新知识，否认新道德，而往古书堆里去钻，对旧的做盲目的歌颂，这就
会成为不可救药的错误。
”③珍重传统，改造传统，是为现代政党及其所要建立的民族国家的文化发展提供合法性的历史依据
，根本目的还是在于现代化。
当然，这不仅仅是策略性的，它合乎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具有历史的合理性。
毕竟，谋求民族国家的独立与解放，是顺应历史潮流的选择。
　　我们在此对陈伯达的民族主义思想不惜笔墨的介绍，并不是要着重强调他个人的言论，也不认为
他的思想能够完全代表党的思想方针。
但是，陈伯达1938年在延安党的宣传部担任出版科长，作为党的理论家和宣传部门的领导，他以集体
名义发出的“我们关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应该说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体现着党组织的文
化政策和发展方向的。
更主要的，陈伯达是文艺“民族形式”运动的主要发起者，认识其运动前后的文化思想，无疑有助于
我们更加深入把握文艺“民族形式”运动发生的历史文化背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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