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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世纪80年代，有识之士提出了现当代文学的整体观问题，并力图贯通曾被政治意识形态“阻隔
”的现代与当代文学的历史。
“整体观”或者“20世纪文学”的构想是带革命性的，它使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掀开了新的一页。
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却发现，在获得了一种宏观学术视野的同时，或者在被输入了一个新思维框架
的同时，我们并没有真正获得如何“贯通”和将整体观“具体化”的途径，整体观也还没有真正渗透
进文学史的骨骼和血脉之中。
因为我们需要追问：究竟在哪些重大问题上，现、当代文学原本就是贯通着的？
它们又是以何种形态贯通着？
我们用怎样的“灯光”才能照亮、发现、揭示和描述这种贯通？
这里应该既有思潮、精神上的贯通，也有文体、方法和作家跨代上的贯通。
然而，答案往往是宏大而抽象的。
在时间的河流里，原先的畛域正在日益模糊，而“贯通”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了。
对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来说，这就形成了一个有待于不断发现的学术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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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短篇小说短篇小说比长篇小说更快地打开了创作局面，在1950年代前期陆续出现了一些好作品
。
这些小说绝大多数是表现社会变革的现实题材，农村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
吸引了短篇小说最大量的关注。
农村题材短篇小说有强大的创作队伍，代表作家有康濯、秦兆阳、赵树理、马烽、西戎、李准、王汶
石等。
1950年代中前期，康濯的短篇集《春种秋收》和秦兆阳的短篇集《农村散记》，在描写农业生产合作
化运动、歌颂农村新人新貌的小说中表现出色。
康濯小说风格清新，细致而不烦琐，平淡而不刻板，有着生动的朴素性和不加铺张的真实性。
秦兆阳善于挑选富有诗意的生活片断．用细致的笔调刻画人物的精神面貌，艺术风格明朗淳朴，富有
生活气息。
这些作品表现出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中农民对党的信赖和对共同富裕幸福生活的憧憬，以及战胜私有观
念、培养集体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道德品质的决心，洋溢着青春的蓬勃朝气和乐观的田园牧歌情调。
1950年代中期在山西形成了一个以赵树理为代表，以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韩文洲等为
主要阵营，以《火花》文学月刊为主要阵地的号称“山药蛋派”的作家群，又称“山西作家群”、“
山西派”、“《火花》派”等。
他们大都在抗战期间开始创作，以创作实绩实践了《讲话》提出的文艺新方向，开创了中国现代小说
民族化、大众化的新道路。
山西独特的民情风俗构成这一流派的地域特征，讲究故事性和叙事完整、语言通俗晓畅是他们所谓“
群众化”即民族化的主要内涵。
他们主张小说创作与农村当前的实际工作紧密联系，强调写作的现实主义精神。
在浮夸风主宰文坛的时候，马烽、西戎等人坚持踏踏实实研究现实问题的创作立场，为历史留下了可
资借鉴的另一种叙事可能，因此1950年代后期到1960年代初期，赵树理、马烽、西戎的作品成为文学
界关注的焦点。
赵树理建国初的《登记》和《求雨》仍延续1940年代批判封建伦理道德、传统习俗与观念的主题。
1955年完成我国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三里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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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部《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的组织编撰，历时四年，终于付梓出版了。
近年来，各种版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约有数十种，它们各有所长、各显其采，以自己的学术成
果促进着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这是值得欣慰的。
然而，对于一部文学史来讲，要做到稳中求新、同中求异，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编撰者有
足够的学术勇气和眼光，以彰显自己的文学史观，并尽可能地体现其“特色”，有所“突破”。
因此，本书作为一部高等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教材，力求在“通”字上下功夫，即把中国现当代文
学的生成、发展、流变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教学和研究，以便给学生留下较为完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
史图景。
我们认为，文学史是以作家的创作活动和作品为基本构体的，文学思潮、流派、社团的形成和演变都
是以某一作家群体或相近或基本一致的文学观念的体现和创作实绩显示其特征的，因此，在这部“通
史”中，我们特别关注那些跨越现代、当代历史的作家的创作，寻找他们创作前后的内在联系及发展
、流变的轨迹，并强化了对他们的代表性文本的析读。
对于思潮、流派、社团的起伏消长，并不限于描述它们在当时的具体呈现形态及影响，还注重阐述它
们此起彼伏的流变过程以及对后来的文学发展所产生的复杂深远的影响。
对于那些在现当代文学的历史链条中有着重大或重要意义的文学史现象及作家创作（如20世纪50年
代-60年代的文学、“文革”十年的文学、浩然的创作等），我们也给予了相当的篇幅，因为我们认为
，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任何意义上的偏废或人为地不屑（哪一时段的文学或哪
一个作家）都是不符合历史的真实的，所谓“通”，就是要重新认识每一时段的文学现象及作家创作
在整体文学史格局中所承担的角色、它的特殊的时代背景及它的具体表现形态，还有那显性的或潜在
的巨大影响，当然，其间更离不开或成功或失败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更不允许人为地割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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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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