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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按照出版社规定的体例，《1976-2000史料&middot;索引卷1：中国新文学大系（第29集）》收
录1976年至2000年间中国大陆公开出版的与文学相关的重要文件和原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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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和文章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继往
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存目）&mdash;&mdash;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一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
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当前思想战线
的若干问题在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存目）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中国
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文艺界领导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和
文章漫谈文艺创作作家要有勇气，文艺要有法制关于近年来文学创作的主流及其它（存目
）&mdash;&mdash;在一九七九年获奖短篇小说座谈会上的发言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存
目）答友人书&mdash;&mdash;漫谈当前文艺工作社会主义文学的新进展&mdash;&mdash;在全国四项文
学评奖授奖大会上的讲话中央报刊关于文艺问题的重要社论和文章迎接社会主义文艺复兴的新时
期&mdash;&mdash;热烈祝贺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
义服务态度要坚定  步子要稳妥&mdash;&mdash;文化部、人民日报编辑部联合召开文化和文艺体制改
革座谈会切实纠正文艺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存目）高举社会主义文艺旗帜坚决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时
代赋予文艺的崇高历史使命（存目）&mdash;&mdash;祝贺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
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召开党和国家关于文艺问题的重要文件中共中央批转总政治部《关于建议撤销
一九六六年二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的通知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
针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存目）国务院批转文化部（（关于文化事业若干经济政
策意见的报告》（存目）&hellip;&hellip;文学争鸣和文学思潮伤痕文学讨论《苦恋》风波朦胧诗讨论真
实性、典型、形象思维民审美问题现代派问题&ldquo;创作自由&rdquo;问题文学形式问题文学主体性
问题寻根文学讨论城市文学讨论大众文学与通俗文学问题文学叙事问题先锋文学问题比较文学研究重
写文学史讨论&ldquo;人文精神&rdquo;讨论后现代与&ldquo;后新时期&rdquo;文学讨论新诗问题讨
论&ldquo;九十年代文学&rdquo;问题讨论新生代、晚生代、&ldquo;七十年代以后&rdquo;作家作品讨论
现代性问题文化研究王小波现象讨论《断裂》事件&ldquo;20世纪中国文学悼词&rdquo;事件全球化化
问题网络与文学问题外国文学及思潮介绍与翻译文学大事记文学活动和会议重要文学奖项重要文学期
刊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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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要注意的基本点是：第一，不能不加选择地把任何偶然性的东西都当做艺术的真实。
艺术真实应该是典型的真实，本质的真实。
第二，不能把暂时性的东西写成一成不变的、永恒的东西，而应该反映出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我觉得，我们社会主义的作家，不管写悲剧也好，写喜剧也好，不管写光明也好，写黑暗也好，都应
该这样。
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的作品写得比较成功。
即使是旧时代的作家，即使他们在讽刺旧社会的丑恶的、衰亡的事物，哪怕是用极度夸张的手法，也
还是要努力写出典型的真实，表现出社会的、历史的某些本质方面，作品才有成功的可能。
比如《钦差大臣》，就是这样。
果戈理用夸张的、讽刺的手法写了那样一些丑恶现象，对沙皇时代的官场作了深刻揭露，使人感到非
常真实。
这是典型化的真实，本质上的真实，而不是个别的、偶然的、暂时的丑恶现象的任意凑合和展览。
　　这里，我想引用列宁的一封信。
列宁一九一四年收到朋友寄给他的一部小说《父亲们的遗嘱》。
他看了之后，很生气，写道：&ldquo;我亲爱的朋友，你寄给我的文尼琴柯的新小说刚刚读过。
真是荒谬绝伦，一派胡说！
竟然尽量把种种&lsquo;惊闻奇事&rsquo;串在一起，把&lsquo;恶行&rsquo;和&lsquo;梅毒&rsquo;，和揭
人隐私以敲诈钱财（以及把被劫者的姊妹当情妇）这种桃色秽行，和对医生的审判都凑在一起！
所有这一切，都充满了歇斯底里，奇谈怪论，以及他要创立&lsquo;自己的&rsquo;娼妓组织论的痴心妄
想。
&rdquo;列宁又说：&ldquo;在《言论报》上，说这部小说是模仿陀思妥也夫斯基的，而且不无可取之
处。
我看，模仿是有的，而且是对最拙劣的陀思妥也夫斯基的最拙劣的模仿。
当然，文尼琴柯所描写的那些&lsquo;惊闻奇事&rsquo;，在生活中就其单个来说都是有的。
但是，把它们都串在一起，并且是这样地串在一起，这就意味着是在着意渲染惊闻奇事，既恐吓自己
的想象，又恐吓读者，把自己和读者搞得&lsquo;头晕目眩&rsquo;。
&rdquo;列宁的话非常尖锐、俏皮。
当然，他这里指的是一部反动小说，但我想我们的同志也应该注意这个问题。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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