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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名称中的“新中国文学”，与当代文学研究中流行的“当代文学”、“共和国文学”等概念大
致上类似。
从空间上看，它既包括大陆地区的文学，也包括“港澳台”地区的文学；从时间上看，它以1949年为
起点。
“1949年”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现代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
转入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新的历史阶段。
当然，尽管文学史也是“历史”的一个分支，尽管文学发展史与社会史和政治史的演变之间有着千丝
万缕的关联，但文学史无疑不是政治史和社会史，它本身发展的线索，它的主题史、形象史、观念史
、经验变化史，并没有决然划一的时间界线，而且它的演变有其自身的规定性。
在1949年7月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周扬做了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
”的报告，其中第一部分《伟大的开始》，是从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始
论述的，并指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
在周扬报告的第二部分《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中，作为区别于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
实绩例证的，都是解放区的文学艺术作品。
周扬在报告中明确指出，解放区的文学艺术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质变，是“新的人民的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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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在充分吸收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体现一些自己的特点。
首先是结构安排，除了前言、后记、附录（带索引的作家小传）和绪论（文学思潮演变史）之外，共
有平行的7个部分（8章，小说部分为两章），即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话剧文学、影视文学
、台港澳文学。
这7个门类，各自按照历史线索叙述，类似一个小型的专门史，便于对某一文类有专门兴趣的读者使
用。
按照体裁编写的另一好处是，强化“体裁”（文体）意识，以作品为核心，注重对作品的概括和发现
，对重点作品有详细的解读分析，力求史论结合。
另外，本教材篇幅较大，因此涵盖的门类、范围、新材料比较齐全，内容比较丰富，可为不同地区、
类型、层次的课堂教学以及课下的拓展性学习提供更多的选择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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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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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留守　　  二、  干预生活的尝试　　  三、  情感世界的开掘　　  四、  历史虚构中的现实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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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的时代语境　　⋯⋯　第三章　诗歌　第四章　散文　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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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上卷第一章 小说（上）第一节　概述一、曲折的历程1949年以后，小说家们怀着激动而略带惶
恐的心情，开始寻找新的叙事资源，讴歌时代，诠释现实和历史，自觉地置身于新的政治文化格局之
中；而政治文化也在需要这些小说家参与的同时，从体制和思想两个方面对他们加以有效的改造，逐
渐框定和规范他们，剔除其中的不愿意改造者。
这个进程是在妥协、磨合、合作和分裂中进行的，充满着复杂的意味，呈现出一种在波折中逐渐上升
、随后又迅速跌落的特有的历史景观。
从1949年到1955年，建国初期的小说创作基本上是解放区小说传统的自然延续。
这一时期的作家由三部分构成：总体上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延安解放区来的作家；其次是从“国统区”
“被解放”的作家，他们原本是五四新文学以来的文学传统的自然延续者，但现在却不得不重新对自
己的写作进行反思；还有就是从海外归来的一派，居于少数，处境尤其微妙。
当然，这三类作家并非是可以截然界分的。
解放区来的作家同样面临着改造思想的问题，在这些人当中，稍后遭受批评和厄运的同样大有人在。
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毛泽东的致辞尽管简短但是富有深意。
他说：“你们开的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
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
”这既是欢迎词，更是一种要求和明示。
“革命的需要”、“人民的希望”，这些要求对于很多作家来说，既感到新鲜，同时又有更多的惶惑
。
很多作家在最初几年问，或许是因为一时还找不到合适的写作资源、合适的形式和路径，或许是正处
于观望之中，因而作品不多。
一些作家甚至从此基本上搁笔，如沈从文便改行从事文物服饰研究，朱光潜、萧乾和萧军等人则遭到
批判，就连老舍、巴金这样的老作家此后也很少有小说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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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中国文学史(套装上下册)》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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