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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观念的嬗变与文体的演进》是作者奉献给广大读者的第六部文学评论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
是作者的一部文学评论选集。
这部文学评论选集，也可以看作是半个世纪以来我从事文学评论活动的一个小结，一个小小的展示。
 收入这部评论集的四十三篇文章，一半选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出版的五部评论集之中，一
半则选自二十一世纪以来发表的长长短短的上百篇文学评论。
按文章的评论对象和性质，分为四辑：第一辑，是关于文学思潮的论文或某一专题的评论。
这方面写得不多，只收入七篇，聊供参阅；第二辑，是关于文体学研究与文体批评的文字；第三辑，
是关于长篇小说的评论；第四辑，是关于报告文学、中短篇小说或青年作家创作活动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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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镇邦，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黑龙江
省阿成市人民政府文化发展顾问，北美洛杉矶华文写作协会顾问，安阳师范学院、华南理工大学文学
院、云南红河学院等高校兼职教授。
著有《长篇小说的奥秘》、《当代小说艺术流变》、《文学的潮汐》、《文体的自觉与抉择》、《九
十年代文坛扫描》等文学评论集，《笔墨春秋》、《文化屐痕》、《文坛杂俎》、《边走边吃》等散
文随笔集。
主编或同友人共同主编《文体学丛书》、《当代名家随笔丛书》、《当代女作家情感世界散文丛书》
、《黑马长篇小说丛书》等书系。
近年来曾多次应邀到北美、东南亚等地访问并讲学，记录其生平及学术成就的辞条收入《中华文学大
辞典》、《当代文学辞典》、《小说辞典》等大型辞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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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辑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趋势论纲新时期文学三十年论纲小说创作民族化的新探索浅谈通俗文学的审
美特征改革题材文学的深化九十年代文坛扫描——关于九十年代文学的一种观照关于“补钙文学”的
对话——访著名文学评论家何镇邦第二辑建设中国现代文体学——关于文体学以及近年来文体研究、
文体批评的综述新时期文学形式演变的趋势——对一种复杂文学现象考察的提纲当代长篇小说文体的
演变及其思考试论小说文体的基本特征方寸之内大千世界——简论小小说的文体特征随笔的文体特征
及其他——“当代名家随笔丛书”编者的话大散文究竟大在何处——读朱增泉的《观战笔记》简论王
蒙“季节系列”的文体特征——兼论骚体小说文体的自觉与抉择周大新的长篇小说《走出盆地》序第
三辑试论长篇小说创作中的主观随意性长篇小说创作主体的三个矛盾长篇小说艺术琐谈（三则）九十
年代“长篇热”透视九十年代长篇小说创作的几个问题世纪之交长篇小说创作的一次检阅——从第六
届茅盾文学奖终评备选书目说起独特的，但不完美——谈《钟鼓楼》艺术探索的得失民族精神的开掘
与民族形式的继承——简论李凖《黄河东流去》《少年天子》的史诗特征“无限风光在险峰”——试
论三位藏族青年作家长篇新作的艺术成就写出上海市民的“魂”来——读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
》时代赋予的一桩神圣使命——评张平的长篇小说《抉择》兼谈反腐题材文学创作的一些问题《张居
正》与历史小说创作丰盈的诗意与淡淡的乡愁——初读鲁彦周的长篇新作《梨花似雪》《女同志》：
范小青小说创作的新路标民族之痛与世纪之痛——读杨少衡的长篇小说《海峡之痛》意蕴深厚艺术精
美——读杨黎光长篇小说新作《园青坊老宅》劳动诗篇与平民传奇的艺术风采——浅析肖克凡长篇小
说《机器》的艺术特色小女子大胸怀——读徐风的长篇小说《缘去来》第四辑诗的报告赵本夫短篇小
说艺术琐谈《逐浪湄河》序西部文学的拓荒者——简评杨志军的小说创作生活的暖色调艺术的新境界
——读刘庆邦短篇小说新作《好了》兼及其短篇小说的若干艺术特色“乱花渐欲迷人眼”——黎云秀
文学创作活动评述对生活的深入追问与冷峻解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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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长篇小说创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不少报刊辟专栏讨论长篇小说创作问题，广大读者期待第
二个十年出现更多更长篇小说力作。
这种关注、讨论和期待无疑将促使长篇小说创作的进一步发展。
长篇小说创作要进一步突破和提高，要出现更多的力作，更面，临着种种矛盾和问题，我以为，以下
三个方面存在于创作主体的矛盾是应该首先受到注意的。
　　一、作家史诗意识的增强与生活积累、艺术功力的不足。
现代或当代的史诗，是这样的作品：能够再现某一阶段的社会历史面貌，能够表现比较强烈的时代精
神，具有纵深的历史感和时代感，具有比较宏伟的结构和全景式地反映社会生活的特点，注意创造具
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等等。
别林斯基把长篇小说称为“时代的史诗”，我以为，主要指的是长篇小说具有反映一个阶段的社会历
史全貌，能够艺术地概括再现一个时代和创造能够折射一个时代的艺术典型这种艺术功能。
史诗应该是长篇小说中具有较高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一类。
不应把史诗意识理解为文学甘作历史附庸的一种文化意识。
不错，在中国历史上，在较长的历史时期里，文学曾附庸于历史和哲学，但作为当代的史诗意识，都
不是这种历史的延续。
另外，在文学呈多元化、多样化发展态势的今天，我们当然不能把史诗作为长篇小说创作唯一的最高
的艺术追求，全景式的史诗型的作品也不是当代长篇小说唯一的范式。
但是，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史诗意识的强化，毕竟既表明作家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增强，也显
示了作家多样化的追求。
史诗意识的强化对于诞生长篇力作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长篇力作不多，问题不在于作家史诗意识的增强，而在于作家生活积累和艺术功力的不足，在于作家
史诗意识的增强同他们生活的积累、艺术功力不足所造成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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