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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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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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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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 　新文学史研究中的整体观 　现代文学史研究要破关而出 　近、现、当
代文学史的合理分工和一体化研究 　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漫笔 　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二十
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 　像“史”的史——读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 　当代文学不宜写史 
　当代事，不成“史”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 　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 　认真求
实，共同探索——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分期问题讨论会纪实 　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特点 　略谈
鸦片战争以来文学史分期的几个问题 　关于编写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通信 　现代文学研究的
困惑与出路(笔谈) 　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两次座谈 　现代小说“群落”的开拓性研究——读
严家炎著《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 　关于重写文学史 　评“重写文学史”中的若干观点——中国解
放区文学研究会第四次学术讨论会纪要 　《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总序 　文学史研究的新收获—
—评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评价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
的整体性反思 　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 　“分离”与“回归”——绘图
本《中国文学史》(20世纪)的写作构想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一份杂志和一个
“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 　我们如何成为“现代的”? 　建立多元化的文学史观 　现代文学中
的现代性问题 中国新时期新文学史研究资料（中）　论中国当代文学 　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
文学 　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 　论中国新文学的现代
性品格 　现代文学研究的灵魂是什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文内涵与现代中国的文艺复兴 　论新
文学史观的发展之路 　新文学史概念提出的依据和意义 　历史结构的悖论性与文学的补偿式调整和
发展 　二十世纪中国地域文化小说简论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论析 　何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的现代性 　关于学术史编写原则的思考——从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谈起 　“当代文学”
的概念 　学术史上的“现代文学” 　文学史家的想象与宿命——文学史制度与“百年中国文学总系
” 　现代文学的观念与叙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笔谈 　重构文学史：从观念变革到实践检
验——“文学史写作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研讨会”综述 　当代文学史的逻辑建构——兼评当代
文学研究的一种思路 　拐弯道上的思考——二十年来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点感想 　试论当代文学
史(1949—1976)的“潜在写作” 　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笔谈 　当代文学史写作：原则、方法与可能性
——从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谈起 　《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总序 　文学史观的建
构与对话——围绕初期新文学的评价 　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新思路及其可行性——对于两个理论问题的
再思考 　“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研讨会”笔谈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问题的几点思考中国新时
期新文学史研究资料（下） 　作为文化现象的京派与海派 　中国现代“诗的散文”发展及其嬗变 　
一个非文学性命题——“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观局限分析 　对文学史观念的再认识(笔谈)——兼评吴
炫的文学史观 　中国当代文学史史学观念学术研讨会综述 　走出困惑的历史理解力——《嬗变》对
文学史研究的贡献与启示 　面向二十一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趋势 　中国当代文学史史学观
念笔谈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兼及“近代文学”问题 　论近二十年文学与文学史断代之关
系 　文学史分期之我见 　尚未完成的“现代”——也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期 　近百年的当代文学
史研究 　编写当代文学史的几个问题 　当代文学史写作及相关问题的通信 　给“当代文学”一个说
法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几个问题 　“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与文学史重构学术讨论会”综述 　王瑶
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 　“锁定”历史，还是开放问题? ——关于当代文学的
历史叙述 　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与文学史重构 　中国现代文学史“新文学”本位观批判 　“历史
”背后——关于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历史相关性问题 　五四启蒙运动与文学变革关系新论 　战后二十
年文学论纲 　当代文学史写作探索刍议——由当前四部文学史著不同的写作模式谈起 　全球化语境
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附录：新时期文学史研究资料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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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三  史料的分类和开展工作的设想    建立现代文学“史料学”应该进行哪些工作呢?我认为从目前
考虑，首先要明确工作的范围，其次要立即着手组织现有的力量去进行范围内的工作。
从长远计，要注意专门人才的培养。
    关于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工作范围，在前面为了说明某些问题的时候已经接触到了一些，没有接触到
的当然还有很多。
鉴于史料工作的名目纷繁，按性质进行分类是必要的。
我有一个分为七类的设想，现在提出来以供参考。
    第一类：专题性研究史料。
包括作家作品研究资料、文学史上某种文学现象的研究资料等。
    第二类：工具性史料。
包括书刊编目、年谱(年表)、文学大事记、索引、笔名录、辞典、手册等。
    第三类：叙事性史料。
包括各种调查报告、访问记、回忆录等。
    第四类：作品史料。
包括作家作品编选(全集、文集、选集)、佚文的搜集、书刊(包括不同版本)的影印和复制等。
    第五类：传记性史料。
包括作家传记、日记、书信等。
    第六类：文献史料。
包括实物的搜集、各类纪念活动的录音、录像等。
    第七类：考辨性史料。
考辨工作渗透在上述各类史料之中，在各种史料工作的基础上可以产生考辨性史料著述。
    分类情况说明，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立，意味着繁重工作的来临。
也就是说，如果建立现代文学“史料学’’能得到各方面的肯定，接着而来的就要做一系列的工作，
即组织和动员全国各方面力量(比如各地区各部门擅长资料工作的同志，出版社、图书馆、博物馆有关
的同志，作家和作家亲属等等)来支持和参与这项工作，并在经过一定准备之后，召集史料工作会议。
总结过去资料工作的经验教训，检查现状，讨论开展史料工作的有关事宜，并依照轻重缓急的原则对
今后的工作进行安排和分工，从而制定出一个完整的方案。
要召开这样的会议，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有一个承担组织领导的单位，或者成立一个学术团体，
但不管怎样，依我看，中国现代文学馆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经过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工作，史料工作者的队伍也就会逐渐健全起来。
史料工作，如同工程建筑一样，应该注意百年大计，质量第一，而质量的好坏，决定于史料工作者的
水平。
因此，史料工作者需要从各方面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
同时，为了不断向史料工作者队伍中输送新生力量，使之后继有人，还应该做培养专门人才的工作。
现在有的大学中文系开设现代文学“史料学”的专题课，这个安排，实在可以说是一种远见。
如果通过这类专题课，除了向学生讲授治史理论和方法之外，还能讲授一些有关档案、文献、版本、
目录的校雠、考辨等方面的知识，这不仅是日后有志于从事史料工作的学生所必需的，就是对于日后
从事研究、教学和其他工作的学生来说，也不无好处。
    P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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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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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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