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新时期小说研究资料（上中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新时期小说研究资料（上中下）>>

13位ISBN编号：9787532924172

10位ISBN编号：7532924173

出版时间：2006-4

出版时间：山东文艺出版社

作者：吴义勤

页数：1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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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新时期小说研究资料（上中下）>>

内容概要

《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分为甲、乙两种，本书为甲种之一，是关于中国新时期文学思潮、
流派、文体等方面的综合研究资料汇编，为全面客观地评价和认识中国新时期文学提供科学的参照和
理论依据，全面梳理、呈现和总结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研究历史和研究脉络。
 本书是高等院校图书馆值得珍藏的大型书籍，是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文科教师、在校学生、社科院、
作家协会、现当代文学学会等不可或缺的最有价值最有权威的参考资料。
 本书已由山东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现已面市，适合典藏。
     《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全面系统地展示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成就和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
的现有水平，为全面客观地评价和认识中国新时期文学提供科学的参照和理论依据，全面梳理、呈现
和总结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研究历史和研究脉络。
 本套丛书分为甲、乙两种：甲种是关于中国新时期文学思潮、流派、文体等方面的综合研究资料汇编
，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女性文学、文学史、文艺思潮、戏剧九种；乙种是
中国新时期代表性作家的个人研究资料汇编，包括陈忠实、路遥、贾平凹、莫言、张炜、王安忆、韩
少功、余华、苏童九位作家。
本套丛书资料的系统性、学术的科学性、观点的多元性、筛选的权威性并重，既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研
究的历史与现状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又能以最快捷的方式读到中国新时期文学最优秀的研究文
章。
每卷除精选各个领域最优秀成果外，还以附录方式展现相关研究的整体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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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小说”的流变与现代派思潮  附录 新时期小说综合研究资料汇编   中国新时期小说研究资料（中）中
国新时期小说研究资料（下）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新时期小说研究资料（上中下）>>

章节摘录

　　新时期小说的主题模式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由可概括性、可确定性、可言传性向非概括性、非确定
性、非言传性的蜕变呢？
在这场蜕变的后面，是什么样的艺术规律和艺术原理在起作用呢？
这，似乎是更值得我们思索和探究的。
　　我们知道，文学作品的主题，作为文学作品最基本、最主要的思想内涵，是渗透在文学作品完整
的形象体系之中的，是与形象体系密不可分的。
而这形象体系又是作家带着他对生活的一定的认识、情感、评价，根据生活塑造出来的。
正由于艺术形象中已经渗入了作家的认识、情感、评价，并且是按文学作品特定的形式结构安排、组
织、构造的，因此，艺术形象就已经不是原来的生活现象，它对原来的生活现象已经发生了一系列变
化，是原来客观生活的一种异质形态。
渗透在形象体系之中的主题思想，就是这异质形态的一种表现。
毫无疑问，对原始的生活现象，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关系角度、不同的价值角度去认识它、评价它。
因此，一个原始生活现象，它所可能引起我们的认识、情感、评价，也应该是多定向的，多元的，多
角度的。
但是，人的认识、情感和评价对于动态的、无限丰富的呈整体状态的原始生活来说，总是相对静止的
、片面的、存在局限的。
因此，带有作家主观认识、情感、评价的艺术形象，无论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其自身怎样完善，无论作
家本人怎样欲图使我们通过它多方面的观照生活，认识生活，评价生活，但是，作为生活的一种异质
形态，作为观察、认识、评价生活的一种参照系，它本身对于无限丰富的原始生活来说必然是破缺的
，存在片面性和局限性的。
当作家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从而带着某种非常确定的、单一的思想倾向认识、评价生活，并使之转
化为艺术形象时，那么，这艺术形象的基本思想内涵（主题），也就随之具有了某种确定性、单一性
。
这种确定性、单一性越鲜明、越强烈，其对无限丰富的生活的破缺、片面、局限也就越大。
但是，问题还不止于此。
当理论家们顺着这种破缺的思想内涵的指向滑行，进一步用语言文字把它概括成以逻辑方式表达出来
的主题时，这种破缺性、片面性、局限性也就进一步被扩大。
因为事实很清楚，在逻辑上用语言文字所概括出来的主题与真正的原来作品的主题是有差别的。
真正的原来作品的主题作为一种思想内涵，是渗透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的，是不能与形象相分离的
。
用语言文字概括出来的主题，作为一种理论，也是原来作品的思想内涵的一种异质形态。
“理论原初是一种洞察（insight）的形式，即看待世界的方法，而不是关于世界本身的知识形式。
”因此，严格地说，任何理论，对于无限丰富的生活现象来说，都只有相对的意义，而无限丰富的生
活现象本身才具有绝对的意义。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无论是包容在艺术形象体系之中的基本思想内涵（主题），还是在逻辑
上用语言文字概括出来的主题，对无限丰富的生活来说都是破缺的、片断的。
而当作家艺术家对生活的认识、情感、评价越具有某种确定性、单一性时，作品的基本思想内涵（主
题）对于无限丰富的生活的破缺也就越大、越严重。
不难看出，十七年小说的主题大多是具有这种破缺性、片面性、局限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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