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

13位ISBN编号：9787211061662

10位ISBN编号：7211061669

出版时间：2010-4

出版时间：福建人民出版社

作者：古远清

页数：350

字数：4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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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

前言

“为什么会是这种‘关系史’的书？
”原希望我写一本把海峡两岸暨香港的文论打通的《中华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或在文论、诗论基础
上写一部《台湾文学史》的朋友，均发出这种疑问。
这事有一点曲折，也有一点侥幸。
我原计划把已出版的海峡两岸暨香港的文论史重新整合为一部，然而被半路杀出的《台湾当代新诗史
》、《香港当代新诗史》的写作计划所打断。
后来我又想，与其写一本有可能自费出版将海峡两岸暨香港的文论贯通的文学史，不如弄点银子写一
部有新意的书，于是便申报了200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
这时我已告别杏坛，一位朋友劝我说，退休的人几乎无人再做科研，更谈不上报课题，就是报了也很
难批，何况我校中文系还未正式成立，无学术资源去“跑题”，但我还是未听他的忠告，只不过是申
报后就束之高阁，不向任何有可能当评委的人打招呼，更不向我认识的文学课题组总负责人打听任何
消息。
大概是此课题系尝试用整合的方法将两岸文学融合到一起，而不是像众多当代文学史那样，把台湾文
学当作附庸或尾巴拼接上去，就这样被评委看中了，侥幸被批准了，其“银子”竟多达近十万元，这
对“回家卖红薯”的老汉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然而立项后，我毫无得意之感，却发现这个课题完
成起来有点棘手：台湾文学与中华文化虽有延续与相似之处，但更有与大陆文学割裂和相异的一面。
如何把握好这两面、处理好两岸文学交流与政治的关系，有相当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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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本书作者来说，《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的写作有小小的希冀：在为两岸文学史写作提供原始材料
以补充、完善现有当代文学史不足的同时，还企图用这部著作，引起当代文学史写作是否应加入关系
史的思考。

本书是从文学关系史切入的另类历史叙事，是一种非传统型的文学史。
写作的着力点不在为作家作品定位，不以作家作品分析评价为主，不以建构典律为目标，而是抱着回
顾与解读的态度，审视两岸文学关系从对立到亲和的发展过程，用“大叙事”与小细节相结合的笔调
描述，不追求体系的严谨和完整性。
在这本书里，无论是《“春江水暖鸭先知”》，还是《“谁先偷跑谁就赢”》，均将主流文学史遮蔽
的某些史实或以为只需要
“大而全”而不需要“零件”的材料展示出来，使两岸文学史真正成为一部多视野、多角度的多元共
生的文学史。

毕竟篇幅有限，《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要在三十万字的篇幅中把近六十年的两岸文学关系内容都写
进去，谈何容易。
为解决这一难题，也为了使读者有较明晰的认识，本书在分期上受《海峡两岸关系概论》启发。

在写作方法上，力求有宏观概括力和锐利的思想冲击力，如《民间主导与官方阻挠的二元格局》、《
终止“勘乱”对两岸文学关系的影响》、《两岸对台湾文学诠释权的“争夺”》，让读者不会因细节
的叙述妨碍对全局的了解，不会因为有可读性而影响论述的深度。
尤其是在《导论》中，注意历史意识与当代视野相融合；在《两岸文学的“互文”问题》中，注意问
题意识与比较方法的结合；在《受制于政治价值观的文学现象解读》中，努力让理论阐释与文学史实
互为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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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海峡两岸文学关系的回顾与解读
 一、台湾文学与祖国大陆的历史渊源
 二、台湾的政治格局与两岸文学关系
 三、两岸文学关系的历史定位和特点
 四、两岸文学交流的互惠互信与省思
第一章 军事主宰时期两岸文学关系的对抗与隔绝(—)
 第一节 两岸文学的“互文”问题
 一、“反共复国”政策与两岸文学关系
 二、台湾戒严时期文学：国统区文学的延续
 三、两岸文学社团的同质性
 四、孙陵在台湾创作的连续性
 第二节 大批判声中的两岸文坛
 一、在台湾“被死亡”的大陆作家
 二、胡适：两岸共同的炮轰目标
 三、鲁迅在台湾交的“华盖运”
 四、针对“文革”的反共文艺活动
 五、两岸同批三十年代文艺
 六、胡秋原回应《红旗》杂志之诽谤
 七、左右翼文人联手挖坑“活埋”张爱玲
　第三节 “春江水暖鸭先知”
 一、罗家伦在台湾发起的简体字论战
 二、章士钊与曹聚仁充当秘密特使
 三、“盗火者”痖弦和林海音
 四、陈映真：师承鲁迅的一面光辉旗帜
 五、对大陆小说中“扁平人物”的批评
 六、魂牵梦萦的乡愁抒写
 七、陈若曦：开伤痕文学之先河
 八、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夏潮》杂志
 九、余光中：重写文学史的先行者
 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台湾
 十一、金兆：《联合报》推出的大陆作家
 十二、两岸作家首次在爱荷华握手
 第四节 台湾文坛怪象掠影
 一、台湾“警总”查禁张道藩的歌词《老天爷》
 二、台湾现代诗画与大陆的共产党有关？

 三、“检举”运动中的两位受害者
 四、孟瑶抄袭大陆学者作品案
 五、被“冷冻”的於梨华
 六、被人落井下石的高凖
 七、盗版大陆书的各种奇招
第二章 和平对峙时期两岸文学交流的开启与曲折发展(—)
 第一节 “两蒋”时代台湾的文学政策
 一、蒋氏父子反“文学台独”的立场和措施
 二、两岸交流的开启：民间主导与官方阻挠的二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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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通往神州的社团
 一、神州诗社的中国心
 二、具有大中国意识的“三三”文学社
 第三节 “谁先偷跑谁就赢”
 一、高凖冲破阻力首访大陆
 二、周令飞飞台引发的“鲁迅热”
 三、大陆作品大举登陆台湾
 四、施叔青对大陆文坛的反思与前瞻s
 五、探亲诗：怀乡文学的转化
 六、开风气之先的闽台文学交流
 七、林希翎拒当“反共义士”
 第四节 文学论争中的政治文化
 一、三十年代文艺作品在台湾能全面开放吗？

 二、《龙的传人》：“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的冲突
 三、“台湾作家定位”的争论
 四、“祖国派”王晓波为《无花果》辩诬
 五、《丑陋的中国人》在大陆掀起的风波
 第五节 风貌各异的文学研究
 一、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
 二、台湾的大陆文学研究
 三、“比较文学中国化”的讨论
 四、姜穆的《三十年代作家论》
第三章 民间交流时期两岸文学的互动与冲突(—)
 第一节 文学交流的新地平线
 一、终止“戡乱”对两岸文学关系的影响
 二、胡秋原：两岸破冰第一人
 三、在大陆遭遇盗版盗名的席慕蓉
 四、两岸联手重新发现范泉
 五、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对台湾文学的影响
 第二节 受制于政治价值观的文学现象解读
 一、两岸对台湾文学诠释权的“争夺”
 二、轮番炮轰“大陆的台湾诗学”
 三、“光复史观”与“终战史观”的对峙
 四、两岸忠义评论家“宣判”张爱玲为“文化汉奸”
 第三节 各方较劲“统”“独”分途
 一、吴祖光“抄袭”王蓝事件
 二、余光中在文学上“反攻大陆”？

 三、挑战“独派”论述霸权的陈昭瑛
 四、“台湾文学系”挤兑“中国文学系”
 五、在求同存异原则下的两岸新诗互动
 六、张爱玲是台湾作家吗？

第四章 “阿扁时代”两岸文学关系的封锁与突围(一)
 第一节 文学制度的变奏
 一、《文讯》与两岸文学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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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外省作家”身份认同的焦虑
 三、设立台湾文学馆的名称与地点之争
 四、《红灯记》在台北成功上演
 第二节 “泛绿文学阵营”
 一、“泛绿文学阵营”的主要阵地
 二、“泛绿文学阵营”的路线冲突
 三、“泛绿文学阵营”的“台独”诉求
 四、“泛绿文学阵营”的发展过程
 第三节 无法搁置的争议
 一、研讨会上两岸文学的拉锯战
 二、简体字“渗透”台湾
 三、余光中在大陆“向历史自首”事件
 四、两岸关于张爱玲著作权的争夺战
 五、李敖向大陆文坛和鲁迅开骂
 第四节 朝向统一的目标
 一、寻找岛内的“统派”文学家
 二、大陆对“文学台独”思潮的批判
 三、柏杨“入住”中国现代文学馆
 四、努力沟通两岸文学的无名氏
结束语 马英九主政台湾后两岸文学关系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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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三是台湾作家的“国族认同”，凝聚了台湾历史和文化构造的复杂性，因而成了两岸文学交流
极需突破的瓶颈。
尽管两岸文学交流在以令人意想不到的速度发展，由过去敌对到现在握手言和，但在交流之中常常出
现“假凤戏凰”的情景。
两岸本来同源，都是中国人，但当大陆学者到台湾本土派团体参加会议时，对方劈头一句问“你是从
中国来的吧？
”，好像他是外国人似的。
部分台湾本土作家之所以将自己置身于中国作家之外，与大陆作家无法取得共识，其根本原因是李登
辉执政时对一个中国原则从认同到疏离，而陈水扁上台后则从疏离到背弃。
大陆学者之所以坚持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看法，并不是无视台湾文学的独特性，而
是充分看到台湾文学成长的复杂性，并肯定其对中国文学发展所作的贡献。
部分台湾本土作家歪曲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著作，把它们一律看成“统战”产物，不愿改善和推动两
岸文学关系的发展。
他们依仗所谓“本土政权”的庇护，大肆进行“本土文学论”的建构。
他们心目中的“本土化”，其内涵不再是以往的“反日”、“反西化”，而是逐步演变成视祖国大陆
为“他土”的“反中国”倾向。
他们不仅在文学理论上宣传，而且在教科书中废止以中国为中心的编撰标准，强行灌输“台湾是台湾
，中国是中国”的分离主义意识。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独派”评论家彭瑞金主张抛弃“中国文学为台湾文学的母体”的“神话”，两
岸文学才能对话。
可见，大陆作家和部分台湾作家在“台湾文学是否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问题上，仍存在分歧。
四是交流受“官方不接触，政治难定位”的影响，处于徘徊状态。
自1988年至1995年，两岸文学交流势头较旺，多年未回大陆的“外省作家”纷纷返故乡探亲旅游，与
大陆文学团体和出版社接触，到书店成批购买大陆作家的著作，并在大陆报刊上发表作品和在大陆出
版著作。
台湾最初只欢迎少数所谓“杰出人士”去台，后来扩大范围，各行各业的非杰出人士也可以去台探病
、奔丧、开会、讲学、演说、出书。
大陆学者在台湾出书由事先送台湾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审查逐渐改为事后审查或不审查，由经过其他地
区间接版权贸易到直接版权贸易。
但自从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后，受两岸紧张关系的影响，两岸文学交流的场域作了重组，原先在台
湾出现的“大陆热”也很快冷却下来，版权贸易亦在走下坡路。
民进党主政台湾后，其文化政策一般多坚持“台湾利益优先”的原则，并标榜“凡事以维护2100万人
利益及福祉为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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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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