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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领域，即使是在80年代后的先锋小说领域，法国新小说的叙事水平—
—那种叙事的难度以及要求于作家的坚强高超的叙事掌控能力，中国的作家还望尘莫及。
而在20世纪中国小说的叙事领域，最常见的是两种相当单纯的话语单向折射艺术，它通常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在文本叙述构架中，通过简单的溢出主叙述的话语设置，暗中提示读者文本讲述将会发生突
转。
这种话语设置往往与文本讲述的因果逻辑有密切关系，它为不合常理的讲述提供了合情合理的线索。
另外一种是通过话语自身表现的特殊气质和风格散发某种叙事信息，通过它来细化讲述中的人物或事
件的微妙信息，如人物身份、心情、教养以及事件进展状态、事件发生的环境氛围等，这是通过话语
本身的折射能力而构建的双重叙事，它在最大程度上发挥了话语的叙述能力。
它同时也是构成作家作品的独特个性或流派、地区文学的独有风格的关键因素。
在左翼革命文学向工农兵文学书写转变的文本构建中，在1937—1942年的特殊时期，延安作家书写与
后来的工农兵书写不相投合，并不表现在他们所反映的生活不是解放区的新生活，而更多的指向文本
形式形态上的自守。
文本所讲的故事可以五花八门、千姿百态，但文本形式形态却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体现出文学创作的
传承性、时期性和流派风格特征。
文本叙事形态基本上保留了左翼由五四新文学以来建立的文学书写传统，语言上的知识分子特征，个
体对对象世界的过滤等都具有浓厚的五四先锋文学的影子。
而在创作修辞面向上，更体现出文本形式风格的延续性、稳定性特征。
前面分析的仿真、对比、隐喻、象征都直接延续到此一时期为数不多的创作中。
或者换一句话说，正是这种形式形态的延续，才使得左翼作家们在1937—1942年间的书写显得那么独
异，在后来的解放区工农兵文学的大家庭中显得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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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传统、政治与文学:解放区小说的叙事转型》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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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论著在占有大量的文学作品、回忆录的基础上，详尽地比较了《在延安文艺作谈会上的讲话》（以下
简称《讲话》）前，《讲话》时以及《讲话》后延安文学创作风貌的巨大变化，从而为我们画出了一
幅清晰的、从左翼革命文学向工农兵文学转型的延安文学发展脉络图。
工农兵文学不是无源之水、无木之木，它是如何发展而来的，有什么必然性，在给中国文学带来巨大
伤害的同时，又有哪些可资借鉴的经验，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学术难题。
从这个角度说，本论题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许志英 本书以文本为基石，对左翼革命文学向工农兵文学的叙事转型作了充分的论证，新见叠
出。
勾画历史形迹，特别是梳理延安小说创作的生发力量在意识形态调控下，历史性地重新布排的过程论
述得透彻到位。
有些观点虽然非常有锋芒，但也能言之有据，自圆其说。
 ——范培松 作者选择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相当重要也相当敏感的论题：左翼作家到解放区以
后，作家的世界观和作品叙事是如何转型的？
这个论题的潜在价值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新文学”如何转型为“革命文学”，而“革命文学”正
是40年代之后中国文学的主流。
因此，论题很有价值。
在论述过程中，作者用大量的文本分析来论证这些作家、作品的转型过程，避免了论点大于材料、结
论大于过程的缺点。
 ——汤哲声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传统政治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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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