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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20世纪文学是一个开放性的整体，当代文学只是其整体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一般是特指1949
年以后的中国大陆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是中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发展到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以后所产生的文学现象和文
学过程，它延续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
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于中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许多未来社会的理想还有待于实践中
以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来检验，所以，反映了这一历史阶段精神特征的中国当代文学充满了曲折和不
稳定性，它始终具有与社会生活实践保持同步探索的性质。
对这样一门学科的研究和教学，首先应该注意到它的开放性和整体性两大特点。
所谓开放性，即指它并不是一个形态完整的封闭型学科，无论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还是1949年
以来的当代文学，时间上都缺乏明确的下限界定，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并没有让这门学科完全脱离现
实环境的影响，把它放在实验室里作远距离的超然的观察，对于这门学科的考察和研究，始终受到现
实环境的制约；所谓整体性，是指当代文学与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文学、与由于政治原因暂时还分裂
成另一个特殊行政区域的台湾地区文学，与殖民化了一个多世纪于今终于回归的香港、澳门地区的文
学，构成一个完整的、难以分割的文学整体现象，但目前它却无法沟通、涵盖这些文学现象。
前一特点使这门学科具有不确定的特性，它没有经典的作品和经典的解释，这就容许研窬者的主体意
识对学科的积极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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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复旦博学”精品教材《文学史》系列中的一本。
    本书是一部“以文学作品为主型的文学史”，通过对具体作品的理解来进行文学史概念的引导，传
递出文学史的信息；同时，打破以往文学史一元化的整合视角，以共时性的文学创作为轴心，构筑新
的文学创作整体现，显示出特定时代多层面的精神现象。
    本书贯穿了主编陈思和的几个颇具创见的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核心观念：“多层面”、“潜在写作”
、“民间文化形态”、“民间隐形结构”、“民间的理想主义”、“共名与无名”等，以此梳理当代
文学史的复杂成分和发展流变。
    本书以文学现象为依据，在介绍文学运动史料和文学史背景的基础上，把重点放在作品分析方面，
使学习者通过解读作品去实现对文学史中体现出的精神传统的理解。
书中将当代文学史分为1949——1978、1978一1989、90年代以后三个阶段，对三个阶段的主导特征战争
文化规范、和平建设时期新的文化规范以及“无名”时代的文化多元状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
    本书既是一部普及性的文学史教材，同时又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和探索性，适合大专院校学生和文学
爱好者阅读，也适合文学研究者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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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思和，男，1954年1月生于上海，原籍广东番禹。
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至今。
现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中文系主任，兼任中国现代文学
学会副会长等工作。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科研与教学工作。
著有专著《巴金论稿》（与李辉合著）、《巴金研究的回顾和瞻望》、《中国新文学整体观》、《20
世纪中国文学论》（韩译本）；学术传记《人格的发展——巴金传》；编年体文集《笔走龙蛇》、《
马蹄声声碎》、《羊骚与猴骚》、《鸡鸣风雨》、《犬耕集》、《写在子夜》、《豕突集》、《牛后
文录》；选集《陈思和自选集》、《还原民间》、《黑水斋漫笔》、《新文学传统与当代立场》；对
话集《夏天的审美触角》、《理解九十年代》等。
其中，《中国新文学整体观》1990年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优秀图书一等奖；《陈思和自选集》1998年
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
参与发起“重写文学史”、“人文精神寻思”等知识分子话题讨论，并参与策划“火凤凰”系列图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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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第十六章 文化寻根意识的实验第十七章 先锋精神与小说创作第十八章 生存意识
与文学创作第十九章 社会转型与文学创作第二十章 个人立场与文学创作第二十一章 新的写作空间的
拓展第二十二章 理想主义与民间立场附录一附录二没有结束的结语（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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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新的矛盾和困惑：《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最初发表于《人
民文学》1956年9月号，发表时编辑部对其有所改动吒王蒙创作这个短篇小说时才22岁，但已经是一个
具有八年党龄的“少年布尔什维克”。
他身为北京共青团市委干部，在这篇作品的许多地方留下了个人特有的社会阅历和思考的印迹，即在
理想主义的陶醉中敏锐而朦胧地感受到一种潜藏在社会心脏部分的不和谐性。
小说的文字清新流丽，讲述了一个对新中国和革命事业抱着单纯而真诚的信仰的青年人林震，来到中
共北京市某区委会组织部工作后所遭遇的矛看和困惑。
小说发表后，在文坛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从当时特定的阅读期待视野出发，人们一致认为，这是一篇旨在揭露和批判社会主义条件下官僚主义
作风的小说。
作品围绕组织部对通华麻袋厂党支部事件的处理经过，相当成功地刻画了一系列的人物形象，而在这
些人物当中，刘世吾的形象的刻画尤其受到重视和肯定。
刘世吾的形象当时被认为是一个颇有深度的官僚主义的典型。
他有一定的革命经历，解放前是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还负过伤；他也有相当的工作能力和魄力
，富有经验，懂得“领导艺术”，知道如何去把握工作重点，只要一“下决心，就可以把工作做得很
出色”。
但他对工作缺乏积极主动的热情，对那些有损于党和人民利益的错误和缺点，有一种职业性的平静甚
至漠然。
他自我解嘲是得了如炊事员厌食症一般的职业病，他对什么都“习惯了，疲倦了”，一句“就那么回
事”成了他的口头禅；小说还揭示了在刘世吾对事物冷静理智的观察和分析背后的世故与冷漠，如“
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前进中的缺点，我们伟大的事业，正是由这些有缺点的组织和党员完成的”等
等。
此外，“金玉其外’’，“漂浮在生活上边，悠然自得”的新生官僚主义者韩常新和蜕化变质的王清
泉等更是作者在小说中直接抨击的对象。
在这样一种阅读和分析的视野里，相对于对刘世吾形象的重视和争议而言，对作为小说叙述人和主要
人物的林震形象，虽然也有大致准确的把握，认为他是小说中与刘、韩等人物对立的中心人物，一个
热情单纯，富有理想，朝气蓬勃，正在成长的青年共产党员的形象，但对这一形象在小说叙述结构中
的作用和与作品主题的关联则明显地存在被忽视的倾向。
从小说的文本实际来看，《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虽然具有揭示官僚主义现象、“积极干预现实”的
外部写真倾向，但它更是一篇以个人体验和感受为出发点，通过个人的理想激情与现实环境的冲突，
表现叙述人心路历程的成长小说。
主人公从一个小学教师的岗位，带着一种“节日的兴奋”来到组织部这个新的工作环境，结果却发现
这里的情形与自己的想象有着很大的差距，一些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革命意志和工作热情的衰
退使他愤怒、疑惑，他为自己无法融合于这一环境而惶恐、伤感。
与对外部冲突的再现相比，作者更注重对叙述人心理内部冲突的表现，甚至可以说，对心理冲突事件
的精彩呈现，才是这篇作品的艺术独特性所在。
小说的主题和现实针对性也只有在对其内部视角的分析中才能获得更切实的理解。
主人公林震快乐、单纯、富于青春的朝气和理想的激情，他是怀着一种成长的渴望和焦虑来到组织部
的，二十二岁的“生命史上好像还是白纸，没有功勋，没有创造，没有冒险，也没有爱情”，组织部
是他走向成熟，实现人生理想的新的环境，而小说也正是以林震的心理体验为视角，在事业功勋和爱
情体验这两条线索上，通过麻袋厂事件的始末，展开对理想与现实之冲突的叙述。
作品的第一章，林震刚来组织部报到，就出现了两个人物，一个是“苍白而美丽的脸上，两只大眼睛
闪着友善亲切的光亮”的赵慧文；一个便是常务副部长刘世吾，而刘世吾对他的第一次谈话，恰好涉
及了工作与爱情这两个话题。
而这两个方面相互交织、矛盾和冲突，对初涉人世的林震来说又都带有“冒险”色彩。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