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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1978激情岁月》试图从文化思想史的角度，描述出百年中国文学的思想文
化背景。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1978激情岁月》从缘起到实现，历经了七年多的时间。
它的出版，将为百年中国文学的研究提供一个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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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一 辉煌而悲壮的历程总序二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缘起与实现绪言百年文学中的1978一、黎明
前的广场仪式广场文化及语义符号&mdash;&mdash;道德理想与政治律令&mdash;&mdash;政治觉醒的仪
式&mdash;&mdash;广场新神话&mdash;&mdash;&ldquo;一体化&rdquo;的民间否定二、北京的&ldquo;翻
身道情重返广场&mdash;&mdash;面临挑战的广场文化&mdash;&mdash;重返历史与&ldquo;翻身道
情&rdquo;&mdash;&mdash;文学生产的困境&mdash;&mdash;启蒙之音再次响起三、人道主义的话语实
践新的精神处境&mdash;&mdash;大众化的&ldquo;伤痕文学&rdquo;&mdash;&mdash;想起《昨日的世界
》&mdash;&mdash;毛泽东的《贺新郎&middot;别友》&mdash;&mdash;青春的反省&mdash;&mdash;作为
隐喻的情感危机&mdash;&mdash;有限的、悲壮的人道主义四、归来者的自述归来的歌&mdash;&mdash;
诗歌的健康力量&mdash;&mdash;公刘、昌耀&mdash;&mdash;&ldquo;重放的鲜
花&rdquo;&mdash;&mdash;钟亦成现象&mdash;&mdash;有感伤而没有危机的时代五、知青一代的乡村
之恋知青返城梦&mdash;&mdash;理想主义与&ldquo;世俗英雄主义&rdquo;&mdash;&mdash;重返乡村乌
托邦&mdash;&mdash;青春怀乡病&mdash;&mdash;&ldquo;乡村计划&rdquo;的幻灭六、文化英雄政治批
判与揭秘&rdquo;策略&mdash;&mdash;批判的批判&mdash;&mdash;东方知识分子的自我定
位&mdash;&mdash;从历史到现实&mdash;&mdash;《将军，不能这样做》一乔光朴与傅连山七、现代主
义与东方化文化地震学记载的最大震级&mdash;&mdash;潜流浮出地表&mdash;&mdash;诗人郭路
生&mdash;&mdash;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北岛、舒婷&mdash;&mdash;&ldquo;观念的搏斗&rdquo;
与&ldquo;三个崛起&rdquo;&mdash;&mdash;现代主义的&ldquo;内乱&rdquo;及衰落八、自由的限度剧本
座谈会&mdash;&mdash;《在剧本座谈会上的讲话》&mdash;&mdash;作家也夸大了文学的功
用&mdash;&mdash;文化批判与政治批判&mdash;&mdash;作家检讨的两种形式&mdash;&mdash;百年中国
激进文学的尾声九、走向日常生活东方风情的追寻&mdash;&mdash;汪曾祺和他的《受戒
》&mdash;&mdash;杨绛的《干校六记》&mdash;&mdash;《乡场上》&mdash;&mdash;《陈奂生上城
》&mdash;&mdash;《爬满青藤的木屋》九、走向日常生活东方风情的追寻--汪曾祺和他的《受戒
》&mdash;&mdash;杨绛的《干校六记》&mdash;&mdash;《乡场上》&mdash;&mdash;《陈奂生上城》--
《爬满青藤的木屋》&hellip;&hellip;十、1978和评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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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一时代文学生产的主体主要是两代作家，一代是50年代成长起来的中年作家，一代是成长
于&ldquo;文革&rdquo;期间的知青作家。
他们的阅历和观念作为两代人来说有很大的不同，但又是最为相近的两代人，他们都共同受到新中国
理想主义的哺育，共同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同时都有被流放的共同经历。
有区别的是，50年代那代人基本完成了受业过程，无论是知识性的还是观念性的，他们是国家规范化
的精神流水线统一造就的产物。
因此，观念蜕变于这代人来说相对困难些，在他们的作品中，无论以怎样激进的姿态出现都不能淹灭
他们昔日接受的文化信念，对信仰的忠诚、对50年代理想主义的恪守、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浪漫主义期
待等等，往往以自我欣赏甚至自恋的方式予以表达；知青一代则提前了文化&ldquo;断乳&rdquo;，他
们没有受到完整的国家规范化教育，他们观念的形成一是源于文化大革命狂热而盲目的冲动，一是源
于&ldquo;文革&rdquo;后知青生涯的幻灭困顿。
巨大的反差使这代人大多处于精神漂泊状态，与50年代一代比较起来，他们更多的是怀疑、愤懑，寻
找精神之根是他们在这一年代主要的思想活动。
　　这两代人作为1978年代文学生产的主体，他们的阅历和文化背景便大体决定了这一年代文学的品
格。
这是一个激情奔涌的时代，一个充满了青春气息和浪漫想象的时代，它具有传统与现代的双重意味，
它又极大地影响或导引了时代的走向。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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