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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横跨两个世纪的中国现当代文学。
是告别中国文学的古代阶段、朝着现代性方向前进的文学。
《21世纪普通高等院校文科示范教材：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册）》展现了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发生和
发展的历程。
揭示了文学演变的内在规律，对作家作品做出了公正评价，为大学生和文学爱好者掌握和理解中国现
当代文学、提高文化修养和审美能力，提供了一部精当且富有新意的教材。
它的新。
在于坚持了现代性的标准，以五四文学革命为起点而又重视五四文学与晚清文学的历史联系；以社团
流派、重要作家和重要文学现象为中心设计结构，彻底打通现代与当代。
强化了现当代文学的内在统一性；把港澳台文学纳入视野，使得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内容更趋完整。
　　《21世纪普通高等院校文科示范教材：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册）》是一本坚持以人为本的先进
理念、为读者着想的文学史教材。
新颖、平实、流畅，是其内在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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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抗战时期在大后方发生的最后一次影响深远的论争，是关于现实主义和“主观”问题
的论争。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大后方后，文学界对此的认识和理解不尽相同，如在对
《清明前后》、《芳草天涯》两剧的讨论中，王戎等人批判了《清明前后》的公式化，并将之归于“
惟政治倾向”。
何其芳、邵荃麟等人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进行了批驳，而冯雪峰则反对将作品的
“政治性”和“艺术性”割裂开来。
这实际上显示了大后方文艺思想的复杂性。
在此背景下，.有关现实主义和“主观”问题的大规模论争也就很自然地发生了。
争论的一方是胡风。
1945年1月，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在重庆创刊。
创刊号上发表了胡风在1944年写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和舒芜的长篇文章《论主观》。
《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力图从文艺反映伟大的民主斗争这个角度，说明文艺“要为现实主义底
前进和胜利而斗争”。
胡风认为，“文艺创造，是从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开始的”，他把作家在体现生活过程中的所
谓“自我扩张”看做“艺术创造的源泉”。
胡风虽然也说“与人民结合！
、“思想改造”，但他强调劳动人民身上的落后面，说他们“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
神奴役的创伤”。
《论主观》力图从哲学史的角度说明主观问题：“今天的哲学，除了其全部基本原则当然仍旧不变而
外，‘主观’这一范畴已被空前的提高到最主要的决定性的地位了。
”同时在文艺上提出了“主观精神”、“战斗要求”、“人格力量”三个口号，认为这三者是决定文
艺创作的关键。
这两篇文章在进步文艺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乔木（乔冠华）发表了《文艺创作与主观》②，指出作家不是用“思想体系或人格力量”，而是用“
人民主体的健康精神，来批评人民的‘奴役底创伤”’。
邵荃麟发表了《论主观问题》③，指出他们的文艺思想，背离了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则，陷入了唯心
论、唯生论的陷阱中，认为决定创作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作家的思想认识，要遵照《讲话》的精神解决
好作家的思想认识和立场问题。
胡风在1948年写了《论现实主义的路》进行反驳。
此外，黄药眠、冯雪峰、何其芳等人对胡风和舒芜也进行了批判，但多数文章都在反复阐明当时流行
的主导性的观点，如认为生活有主流和支流、本质和非本质、光明和黑暗之分，革命作家应该表现主
流、本质和光明的生活面等。
这场大论战几乎贯穿了整个40年代，而且影响延续到了1949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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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横跨20世纪和21世纪的中国文学，构成了这一历史巨变的重要部分。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展现了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历程。
揭示了文学演变的内在规律，对作家作品做出了公正评价，为大学生和文学爱好者掌握和理解中国现
当代文学、提高文化修养和审美能力，提供了一部精当且富有新意的教材。
它的新。
在于坚持了现代性的标准，以五四文学革命为起点而又重视五四文学与晚清文学的历史联系；以社团
流派、重要作家和重要文学现象为中心设计结构，彻底打通现代与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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