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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中国文学(1949~2008)》所讲述的是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也就是长期以来一般所说的“
中国当代文学”。
我们之所以不再使用“中国当代文学”这个概念，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作为20世纪50年代特定背景上
临时采用的一个概念，它并不适用于文学史对一个历史阶段的命名。
原因众所周知，所谓当代，即当下的时代，是正处其中而尚未过去的时代，但时光流逝，当代的具体
时间所指无时不在更替之中，一些内容很快就会成为过去，与当代渐行渐远。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文学这个概念在开始使用时是适用的，因为它所指称的对象那时刚刚发生，的
确是当下的文学，但在60年之后的今天，仍把半个世纪之前的文学称作“当代文学”，就多少有些勉
强。
作为一门课程或一个研究方向，如果说这个概念现在还勉强可用的话，再过几十年，把一百年前的文
学称作当代文学，就更说不通了。
所以，这个命名迟早要改变。
二是根据过去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性质的规定，它已经不能容纳今天我们所必须面对的全部内容。
在20世纪50年代，1949年之后的文学被定名为中国当代文学，是从它所显示的不同于现代文学的新的
性质着眼的，也是与当时意识形态建构的要求相一致的，所以，所谓当代文学，也被称作“新中国文
学”或“社会主义文学”，其具体特点就是文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坚持民族化和
大众化的方向。
这种性质持续了大约三十年，但在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之后，文学自身和外部环境却已发生了很大
改变，如果固守中国当代文学的性质和特点认定，改革开放30年来的“新时期文学”大多会无处容身
。
而且，按照过去对中国当代文学性质的认定，它既然是“新中国”的文学或“社会主义”的文学，当
然不包括我国台湾文学和港澳文学在内。
而在今天，虽然台湾文学和港澳文学并未改变它自身的性质，我们却已经没有理由继续把它排除在中
国文学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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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无疑是一个特殊的阶段，也是一个发展道路异常曲折的阶段。
但历史上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存在着复杂的内在关联。
所以一切并不突然，而是此前文学演变和分化的一个结果。
　　许多问题都需要从“五四”说起。
对于“五四”文学，人们大多赞同“人的文学”这一基本认定。
但是，在“五四”时期，文学面对的问题是复杂的：（一）作为个人，正如鲁迅所说：“中国人向来
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①。
（二）作为国家，中国积贫积弱，不但不能并列与世界之林，而且大有国将不国之势。
（三）国内贫富悬殊，劳苦大众极度贫困，社会存在严重不公。
不同的问题滋生着不同的意识：人的意识，民族意识，阶级意识。
这三种意识产生着三种不同的文学追求：启蒙，救亡，革命。
在“五四”文坛上，新文学的主将们以人为目标，以人为最高价值尺度，从个人权利出发参与民族救
亡运动，从人道主义出发为劳苦大众鸣不平，使三个主题得到了暂时的统一。
但在事实上，启蒙、救亡、革命之间是存在矛盾的：启蒙的出发点是个人，强调的是个人的自主、个
性的解放，最终目的是人的解放和权利保障；救亡的出发点是国家，强调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
，目的是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新兴的革命是从阶级立场出发的，其目标是无产阶级或劳苦大众
的翻身解放。
这些不同的追求最终必然要发生矛盾。
在政治上，它表现为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冲突，而渗透于文学，也演化为不同派别之间
的矛盾。
中国现代文学的最初的大分裂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末，“革命文学”运动的发生是一个重要转折。
根据革命文学倡导者所宣称，它的革命对象就是“五四”新文学。
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人们在当时几乎全盘扫荡“五四”新文学，除自己的领袖人物之外，“五四”作家
大多受到了无情批判。
由于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的政治遗产，在进入30年代之际，“五四”新文学的中心主题逐步淡化和边
缘化，随之而起的是民族文艺和普罗文艺，它虽然并未完成对“五四”新文学价值取向的取代，却带
来了文坛鼎足三立的基本格局，大面积地确立了“五四”一代人所不具有的基于民族或阶级立场的集
体主义。
抗战开始，全国作家聚集到抗日救亡的民族主义旗帜之下，一些左翼作家的立场转换尤其引人瞩目，
对“与抗战无关论”的批判就是突出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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