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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作家群体为何如此口碑不好？
他们是如何变成这个样子的？

　　如果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关注点自然要落在1949年以来“极左”政治所推行的思想改造
这一历史现象上。

　　孟繁华就此总结说：“自50年代初期始，检讨之声不绝于耳，思想能力的丧失是20世纪下半叶知
识界最令人震惊的景观。
”
　　贺雄飞说：“纵观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文人历来是统治者的工具，得意的往往是御用文人。
尤其在20世纪下半叶，反思历次重大历史事件中，中国文人的表演，我们不难惊醒地发现：中国文人
是一群缺钙的软体动物”。

　　事实表明，这个群体在历史转型的大考验中交出了一份令人困惑、失望以致绝望的答卷。
从当事人的众多事后回忆和“忏悔”的文字来看，在当年的“改造——检讨”运动中，确有那么多的
人是真诚的，真诚到坚贞不渝，至死不悔。
当然，“假诚”的自然也有，但却少之又少，且大概都深埋于泥土里，以致不知道还能不能重见天日
。
但不论真诚与“假诚”，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在持续的思想改造后，他们基本放弃和丧失了独立思
考以及担当社会良知的使命，甚至欣然成为委身于权力的工具和“文奴”，扮演着“帮忙”、“帮闲
”及“帮凶”的角色。
因此，道德失范、人格堕落、价值迷失等现象演化为作家们的生存常态，与整个社会一起进入一种欺
人与自欺、整人与被整的模式中，并一直延续和潜伏下来。
既如此，这其中有一些关键问题就需要提起注意，即“五四”以来形成的虽不算多却也不算少的现代
文人群体，在1949年后思想改造的大环境中是如何生活、思考和工作的？

　　他们在检讨交心时的思想感情是怎样的？

　　他们的检讨是如何影响到文学的？

　　导致他们检讨并最终完成思想转变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

　　这都是学界需要也应该做出回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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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二、问题的根源1.理论上的差异赵树理的实际创作与“赵树理方向”之间的差距，说到底是
其通俗化文艺思想与《讲话》之间的差距。
回溯历史，赵树理的文学通俗化思想早在1930年代那场文学大众化运动的论争中就已经确立了，这一
点他在1949年第一届政协会议期间接受记者荣安访问时曾确认过，他说：“在十五年以前我就发下鸿
誓大愿，要为百分之九十的群众写点东西。
”事实也如此，赵树理在确定通俗化的理想后，就一直沿着这条路走下去，鼓词、快板、杂文、诗歌
、民谣他都有涉猎。
特别是在1939年任《黄河日报》路东版副刊《山地》的编辑后，他将这种形式发挥到了极致，以致产
生他的报纸“贴到哪里读者就挤到哪里”。
的“盛况”。
此后，他在编辑《人民报》副刊《大家干》和《新华日报》隶属的通俗小说《中国人》及副刊《大家
看》中又延续了这种风格。
几年下来，他已经写下几十万的通俗文字，为自己通俗化的文学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正是有了这些文学实践，在民族形式论争的背景下，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通俗化理论。
他认为，通俗化“不仅仅是抗战动员的宣传手段⋯⋯还得负起‘提高大众’的任务⋯⋯它应该是‘文
化’和‘大众’中间的桥梁，是‘文化大众化’的主要道路”。
为此他指出，通俗化的首要任务在于普及文化，所谓普及即是“人的普及”，而且应“普遍普及”。
同时，他也强调，通俗化不是通俗文艺，也不仅仅是利用旧形式和“迎合大众，迁就大众”。
通俗化的另一任务是提高大众。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作家检讨与文学转型>>

编辑推荐

《作家检讨与文学转型》是由新星出版社出版的。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作家检讨与文学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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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