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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21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中国现当代文学（第2版）》凝聚主
编20年教学经验，吸收最新学术研究成果，采用全新授课理念打造。
教材按照中国新文学历史的发展顺序组织章节，有详有略，脉络清晰，重点突出。
在时间上，打通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不必要的隔阂，使其前后融为一体；在空间上，以内地文学为主
体，包括了台港澳文学，同时也吸收海外华文文学的精华，将其共冶一炉。
自2006年出版至今，广受师生好评，2008年获评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此次修订，增加了绪论，顺应学术潮流，将海外华文文学改为附录，并对相关章节作了较大增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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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先说新旧文学的关系问题。
其实，这里所谓的旧文学，并不是上一个问题所说的中国古代文学，而是指与新文学一直同时并存、
并驾齐驱的通俗文学。
要求把通俗文学纳入新文学的研究、纳入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的呼声近年来一直很强烈。
比如，李天福在《通俗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不可偏废的元素》中提出：“只有破除传统的‘中心
’，消解传统的‘正宗’，以巴赫金式的平等对待‘大众文学，和‘精英文学’的美学立场去开展文
学史研究，方能呈现文学发展史的全貌--雅文学史和通俗文学史的二元统一。
　　由此，通俗文学便成了科学的文学史研究范式不可或缺的内容。
”他从文学通俗化的角度、从文学大众化运动所构成的文学发展的通俗化历史的角度来强调应该将通
俗文学和以往所谓“五四”传统的精英文学并行看待，它们共同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基本元素。
陈波在《论通俗文学的合理性》-文当中也指出“当我们追溯到人类文学发展历史中去看待问题的时候
，或许能暂时撇开‘五四’时期离我们太近而无法审视的局限。
任何文学作品的流传与留传都不是某一时段某一意识形态所能决定的，当我们看到尘封书架上大量的
革命文学作品时，我们或许更应该将一部作品的好坏交给历史，交给大众读者去评断。
　　毕竟，无论严肃文学如何鼓吹文学的崇高理念，强调其艺术性，强调它对人性的解剖，对社会人
生的洞悉，它始终无法脱离文学作为文学必需的‘意味’。
”在强调通俗文学应该进入现代文学史书写的话题之中，苏州大学范伯群先生、汤哲生先生等人的努
力是最为执著的，也是最有成效的，当然这里首先要说明一点，就是范伯群、汤哲生等在通俗文学前
面都加上了“现代”二字，这表明他们不是把通俗文学简单地看做是旧文学的。
我认为这两个字加得好，事实证明，与“五四”新文学同步而来的通俗文学，无论从时间上还是内容
上，都的确具有现代意义，正如汤哲生所强调的：“通俗文学入史使得我们关注的视角必须发生改变
，治史者应该特别关注文学市场的变化。
　　其实现代文学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市场意识，只是长期以来被文化观念和创作观念遮蔽住了。
关注文学市场就要求我们注意到作家身份的确立和对社会生活的关注。
”范伯群则更关注现代通俗文学与整个现代文学史整体格局的问题：“首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点
是否要向前位移，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古今演变与文学史重新分期的大问题。
现在有几位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的研究者提出，通俗文学从古典型转化为现代型的标志是1892年开始
连载、1894年正式出版的《海上花列传》，认为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是现代通俗小说的‘开山之
作’。
”此外，还有诸多学者，普遍关注通俗文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问题，其基本的观点在于，缺失了通
俗文学的进入和研究，那么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地位和研究，就存在是否合法、
是否合理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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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现当代文学(第2版21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作者刘勇)凝聚主
编20年教学经验，吸收最新学术研究成果，采用全新授课理念打造，全书分为新中国十七年的诗歌创
作；鲁迅创作的根本价值及文学史意义；新时期戏剧的多方面探索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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