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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革命中国”创造“无产阶级文学(文化)”的实践存在着两种路径。
一种坚持对工人、农民出身的作家的着意培养；一种坚持用无产阶级意识改造知识分子，使之创作合
格的作品。
《“革命中国”的通俗表征与主体建构》通过研究《林海雪原》及其衍生文本的生成，呈现了这两种
路径探索过程中的种种艰难与所能抵达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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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姚丹，女，20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获博士学位。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曾讲授过“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红色经典构造进程考察”等课程。
著有《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一书，并在《现代中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杂
志报纸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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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将&ldquo;记忆&rdquo;改写为&ldquo;历史&rdquo;　　&mdash;&mdash;长篇小说《林海雪
原》的写作　　1956年&ldquo;社会主义改造&rdquo;初步完成之后，新中国构建&ldquo;社会主义共同
体&rdquo;之&ldquo;文化主体&rdquo;的任务，愈益迫切，而完成这一任务的人选，较之五四以来的新
文学，似乎也出现了更为多样的可能性。
本书导言中提到的两种&ldquo;创造无产阶级文学（文化）&rdquo;的实践活动，在这一时期都比较活
跃。
本章重点考察其中的一种实践，&ldquo;农军&rdquo;作者如何以有限的&ldquo;现代汉语&rdquo;、以写
作的&ldquo;文本&rdquo;构建自己所属&ldquo;阶级&rdquo;的&ldquo;历史主体性&rdquo;，同时亦以写
作的&ldquo;行动&rdquo;试图确立自己在&ldquo;新中国&rdquo;的&ldquo;文化主体性&rdquo;。
本章通过比对&ldquo;农军，，作者曲波早期与读者所订&rdquo;真实契约&ldquo;以及晚岁所订&rdquo;
虚构契约&ldquo;，指出小说作者写作中并不遵循所谓&rdquo;真实&ldquo;原则，而是巧妙地将&rdquo;
记忆，，拼合、改写为&ldquo;历史&rdquo;，一言以蔽之，尽管作者及其战友的确在东北剿过匪，但
小说所写与作者的亲身经历之间相差甚远。
关于作品的叙事特点，多数评论家注意其所受传统通俗小说影响，这是无可置疑的；而本书认为小说
作者那一代人毕竟是五四后、抗日战争期间成长起来的，其文化脉络中自有五四与民国之影响，这影
响体现于作者关于&ldquo;新人&rdquo;、&ldquo;新国民，，的想象中，也体现于他&rdquo;笨
拙&ldquo;地尝试欧化的部分语言与叙事努力中。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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