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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ldquo;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rdquo;应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的必修课程。
对于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而言，这门课的重要作用是其他课程难以取代的。
该课程的教学内容，即对所选作品的讲授，表面看来与&ldquo;中国现代文学史&rdquo;有所重合，所
以曾一度被一些高校取消，但取消后随之出现的问题便接踵而来。
首先是教学方面的问题。
原本这两门课的分工非常明确，二者无论在知识传授还是能力培养抑或方法训练上，均有不同的层次
性要求。
&ldquo;作品选读&rdquo;主要是通过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性讲授，培养学生研究和分析文学作品的
能力，以及鉴赏文学作品的审美眼光，其讲授的重点在具体的作品文本；而&ldquo;文学史&rdquo;则
在系统性、整体性方面有着特别的要求。
前者是后者的必要铺垫，而后者是对前者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整体提升。
将&ldquo;作品选读&rdquo;取消，只讲&ldquo;文学史&rdquo;，这给文学史的讲授带来的直接麻烦是，
限于文学史的整体性要求，如果不时地旁生枝节花太多课时去具体讲解大量作品（事实上课时也不够
），容易导致&ldquo;史&rdquo;的线索和脉络的中断，使文学史课程变得支离破碎；而置许多经典作
品的具体分析于不顾，则也容易使学生缺少对作品的具体感受，从而也难以对文学史做到深入把握。
其次从学生学习的角度来看，如果缺少了&ldquo;作品选读&rdquo;课程这个阶段，容易造成能力培养
和方法训练上的重要缺陷，致使学生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对拉构架、搭框架很内行，而在涉及具体作
品时则往往缺少有效的解析能力和办法。
这些问题近年来逐渐引起了各高校的重视，在高校中文课程设置中恢复&ldquo;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读&rdquo;课，已成普遍趋势。
　　要开设好&ldquo;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rdquo;课，首先要有一部好的教材。
这里所谓的&ldquo;好&rdquo;，主要是指教材的选目、体例等，要与课程的教学目标和教学要求相符
合。
就目前国内已有的教材来看，其中不乏精善者，但多数教材（或日选本）存在不少问题。
例如，过分追求所选作品与&ldquo;中国现代文学史&rdquo;的对应，而忽略了&ldquo;作品选读&rdquo;
课对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方法训练的独特的层次性要求。
这样的作品选本，作为&ldquo;文学史&rdquo;的附属参考教材是可以的，但靠它难以完成&ldquo;作品
选读&rdquo;课程的教学任务。
所选篇目受&ldquo;文学史&rdquo;评价的影响太大，使大量作为文学史现象而颇受关注但却缺少艺术
经典性的作品入选进来，这与作品选读课程要解决的问题不太同步。
依我之见，&ldquo;作品选读&rdquo;课要解决的是对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的能力，这是基础；而文学
史评价的任务主要应放到&ldquo;文学史&rdquo;课程中去解决。
再如，许多作品选读教材编者的课程目的不明确，选目随意，缺少体系性，所选作品在风格、文体等
方面比较单一，这对培养学生全面掌握分析、研究风格各异的文学作品的方法和能力是不利的。
又如，一些教材对所选文学作品所作的提示性分析，常常不够准确，而且往往以某种片面的结论较武
断地将学生导向对作品的唯一而又片面的理解、解释和分析上。
这样，该门课程原本以培养学生理解、分析和研究文学作品能力为主的目标，被学生不得不被动接受
、记忆某种现成结论的事实上的效果所取代。
　　由此看来，要编写出一部好的&ldquo;文学作品选&rdquo;实非易事。
一部文学作品的选本，尤其是作为教材的选本，无论在选目还是在编撰体例等方面，其背后有着很高
的学理性的学术含量。
要编写一部好的&ldquo;作品选读&rdquo;课程的教材，不仅要有精到的选家眼光，还要有对这门课程
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
这类选本的编撰，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很好的传统，诸如《昭明文选》、《古文观止》、《唐诗三百
首》、《千家诗》等等，都是一直广为流传的优秀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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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选本在流传中，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文学教育教材的功能。
这里面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成功的经验。
我们应该不断总结前人的经验，不断地根据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要求，积极探究课程、教学的规律，以
不断提高&ldquo;文学作品选读&rdquo;教材编写的质量。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精选》，从选目和编写体例上可以看出，编写
者们对上述问题是有过认真思考的。
该教材在作品选目上，无论在创作方法还是在艺术风格和文体形式上，都真正做到了丰富性和多样性
。
以诗歌为例，就创作方法而言，既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诗歌入选，也有包括象征主义在内的现代主
义诗歌入选；就诗歌体式而言，入选诗歌以现代新诗为主，但也兼顾到旧体诗在20世纪文学史中的客
观存在，入选了数首旧体诗词；就新诗形式而言，则从自由体诗到新格律诗、从小诗到长篇诗歌均有
入选；就诗歌文体风格而言，既有抒情诗，又有叙事诗，还有哲理诗。
小说、散文、戏剧等体裁的选目也都是如此，不仅充分考虑到所选作品的艺术的经典性，也注意到了
创作方法、艺术形式和风格文体的多样性。
这种多样性对全面培养学生分析各类文学作品的能力是有益的。
　　该教材在作品选目的时间跨度上，始于20世纪初，直至21世纪初，兼顾到了这时期不同历史阶段
所产生的文学创作。
现有的教材所选篇目大多止于20世纪80年代，近三十年的文学创作佳作基本上未能选入，这多少是一
种缺憾，而该教材弥补了这方面的空缺。
该教材在作品选目的空间跨度上，也突破了此类教材选目基本限于大陆文学创作的做法，给予台、港
、澳地区的文学创作以相当的篇幅。
这种选目在时空上的扩展，有利于学生较全面地接触到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特点的文学作品，使他
们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通过对这些作品的分析性讲授，同时也能从更广阔的范围去培养学生分析理解不同类别文学作品的能
力。
应该说，该教材充分注意到了&ldquo;文学作品选读&rdquo;课对知识传授、方法训练和能力培养的层
次性要求，因而作品选目首先注重从艺术的经典性要求出发，目的在于用好的作品来尽可能提升学生
的艺术鉴赏和分析的眼光。
但同时，该教材由于充分兼顾到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文学创作；而且在正
式入选篇目之外，还对有些体裁列出了一些推荐作品目录，这样就使得该教材除了可以用作&ldquo;文
学作品选读&rdquo;课程的主要教材外，还可用作&ldquo;中国现当代文学史&rdquo;课程的辅助性参考
教材。
　　该教材在编写体例上也作了大胆尝试，一反以往同类教材往往在所选作品的后面附提示性作品分
析的做法，除了作者介绍文字外，还附录了有关所选作品的研究资料目录，这一目录经过精选后有一
定的代表性。
这一变化，其长处是，避免了提示性作品分析难免片面的唯一结论对学生理解和把握作品可能产生的
限制，对改变学生可能会产生的只注重现成结论的记忆而忽略独立分析能力培养的学习效果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
所开具的参考性研究资料目录，对学生了解研究动态和广泛吸取前人研究成果是有益的。
作为教材，这同时也给授课教师以更大的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参加这部教材编写的人员都同时具有博士学位和高级职称，而且都是多年从
事&ldquo;中国现代作品选读&rdquo;和&ldquo;中国现当代文学史&rdquo;课程教学的教师。
凭借他们的理论功力和教学实践，教材的编写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当然，我们也期待这部教材能经得起教学实践的检验，并期待编写者们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
在不断修订中使该教材更臻完善。
　　201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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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应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的必修课程。
对于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而言，这门课的重要作用是其他课程难以取代的。
该课程的教学内容，即对所选作品的讲授，表面看来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有所重合，所以曾一度被
一些高校取消，但取消后随之出现的问题便接踵而来。
首先是教学方面的问题。
原本这两门课的分工非常明确，二者无论在知识传授还是能力培养抑或方法训练上，均有不同的层次
性要求。
“作品选读”主要是通过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性讲授，培养学生研究和分析文学作品的能力，以及
鉴赏文学作品的审美眼光，其讲授的重点在具体的作品文本；而“文学史”则在系统性、整体性方面
有着特别的要求。
前者是后者的必要铺垫，而后者是对前者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整体提升。
将“作品选读”取消，只讲“文学史”，这给文学史的讲授带来的直接麻烦是，限于文学史的整体性
要求，如果不时地旁生枝节花太多课时去具体讲解大量作品（事实上课时也不够），容易导致“史”
的线索和脉络的中断，使文学史课程变得支离破碎；而置许多经典作品的具体分析于不顾，则也容易
使学生缺少对作品的具体感受，从而也难以对文学史做到深入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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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
可以坐坐的。
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
道，&ldquo;那是在学跳舞&rdquo;。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
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曰暮里。
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
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
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厉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
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ldquo;胶菜&rdquo;；福建野生
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ldquo;龙舌兰&rdquo;。
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
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
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
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
饭食也不坏。
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
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
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
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
最初是骨学。
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
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ldquo;我就是叫作藤野
严九郎的&hellip;&hellip;&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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